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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该学科核心素养即学生在学习
历史知识时形成必备且具有学科特征的关键能力和思维品
质。 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教学可以从客观且全面的角度认识
历史，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1.基于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是高中历史教学重要组成部分，其评价教学反

映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该学科的德育要求。 历史具有显著的
人文性特点，肩负着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行为以及思想品
德重任，尤其高中是塑造学生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阶段，通
过评价历史人物有利于为学生传输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健
全人格。 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人物评价能让学生从客观公正
的角度进行分析，提高历史核心素养。 历史是人的历史，和人
的思想、生活、生产和生长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联系。 以“百
家争鸣”相关知识为例，该章节中必然会涉及对诸子百家的
评价。 历史教师在讲解该章节时可引导学生从社会意识和社
会存在角度对历史人物思想进行评价，便于学生正确且客观
地了解诸子百家主张的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和改革并
存的重要时代，皇室的存在感越来越低，诸侯崛起，社会文化
环境十分宽松， 正是在此社会环境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事实上，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可看作社会意识，体现社会存
在特征。 儒家是诸子百家思想代表性最强的流派，因为代表
一种社会意识，孔子作为创造儒家学派的核心，面对当前较
为复杂的社会现状也提出“仁政”思想，极力推崇恢复西周时
期的礼乐制度， 该思想充分反映当时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
满。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已深入国人骨髓之中，时刻
影响着社会秩序和国人一言一行。

2.基于唯物史观构建知识体系
每个学科都有相应的知识体系， 高中历史学科也不例

外，更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础。 现代高
中历史教学在新课程改革理念影响下，其教材编写更注重知
识逻辑性和科学性，但也忽略培养学生思维。 对此，高中历史
教师应结合学生学习能力引导其二次整合历史知识，使相同
特点的历史知识成为系统化模块，便于学生深入理解，提高
学习效率。 与此同时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应重视备课环节，深
入研究教材内容，从学生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方面重新设置
教学内容。 例如在编排近代史教学内容时，历史教师可适当
将以封建主义为主的中国和以帝国主义为主的资本主义国
家相结合，促使学生把握中国在近代时期发生的实质性变化
和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必然性。 教师还可整理中国半殖民地
到半封建社会时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鸦片战争、中日
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必要时还可从世界角度分
析两次工业革命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学生明
白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次转变，正是因
为其扩张性和侵略性才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学生具备科学化知识体系后就有利于唯物史观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提高教学效率。

3.基于唯物史观分析历史资料
相关教育家曾指出，历史就是一门史记科学，通过史料

实证和历史解释的均可称为史料运用能力。 在高中历史教学

中培养学生史料应用和实证能力则有利于促使其养成言必
有据的良好品格。 高中历史教师应全面遵循素质教育提出的
要求，即将课堂主动权全权交还给学生，鼓励学生自主搜集
和分析历史资料，培养学生正确历史观。 以“古代中国农业经
济”知识为例，教师要从生产力标准和生产观点引导学生关
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变化，使学生明白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教师应精选历史资料和教材阐述唯物
史观，农业是古代最为基本的经济形势，在该时期经历最为
原始的“刀耕火种”，直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转变成铁犁
牛耕的农业耕作形式，例如秦国就运用牛耕实现国强民富并
具备与其他国家抗衡的实力。 到汉代牛耕基本遍及全国，也
相继出现便于农业生产的曲柄锄和大镰。 东汉时期则出现二
牛抬杠和一牛挽犁，唐代出现结构更为完整的曲袁犁，农业
工具的改进有效推动农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 此外高中历史
教师还要精选教学内容，运用阶级观点方法对唯物史观进行
阐述，即农民和地主是古代中国两个基本阶级，其中地主占
据较多的土地，也称为社会主要生产资料，而农民占据较少，
只有在土地上艰辛劳作才能获得耕作的少许部分且要负担
沉重的赋役，高度集中的土地严重破坏经济生活秩序，更严
重阻碍农业经济发展，引发社会动荡，正因如此才直接导致
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衰退。

4.借助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真题
随着新高考制度的深入，高考历史更加注重学生唯物史

观的考查，让学生利用唯物史观理解历史本质。 在实际的历
史高考中，题目中涉及到和唯物史观内容相关的知识，涵盖
了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领域，涉及到的时间和地域跨
度非常大。 对唯物史观知识考查非常广泛，如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 作为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引导
学生利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真题，把握历史真题中的唯物
史内容，更好地应对高考内容。

例题：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皿的使用中有着非常严
格的规定，如官员不能够使用玉制器皿等，到了明朝后期，一
些低级官员甚至普通人也都可以使用玉制器皿。 在这样的变
化中反映了（ ）。

A：君主专制统治在不断增强
B：等级秩序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冲击
C：市民兴起对传统伦理产生影响
D：低级官员很容易受到奢靡风气的影响
在此题目解题中，主要考查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根据

所学的知识内容，学生可以了解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
发展，手工业也得到发展，玉器也逐渐摆脱了等级制度，普通
百姓也可以使用玉器，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高中
历史课堂中，基础唯物史观的引导，帮助学生对历史问题进
行分析，深入探究隐藏的历史知识内容，有效解决高考试题。
在这样的课堂中，结合真题分析和理解，提高学生解题能力，
应对高考试题，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5.基于唯物史观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由于开放环境影响受到多元化冲

击，高中学生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 在历史课堂中，应当注

唯物史观下的高中历史教学策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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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大幅度提升，教育领域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科理论知识
基础，贯穿于历史学习全过程，也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观，增强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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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教学模式设计
（1）研究基于线上课程实验教学的知识结构网络。 从实

验教学的角度来看，增加课前学习环节，使学生对海洋技术
专业实验教学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巩固学习，建设针对实验教
学的知识网络结构。

（2）研究基于线下的课堂实验教学课程设计。 在教学策
略中主要以探究式学习策略为导向，引导学生学习海洋专业
知识、激发学生实验学习的自主性与兴趣。

（3）研究实验教学实体课堂教学设计。 结合课前学生自
主学习环节，课中环节教师和学生一起完成答疑、协作探究、
互动交流和学生的展示应用。 课中的教学设计是实验教学的
核心环节。 要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实验教学向以
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转变， 主要包括教学策略的选择、
教学方法的把握。

（4）研究实验与教学课程的交替延伸。 利用线上平台积
极开展海洋专业理论和海洋技术实践的交替延伸，在线上衔

接理论课程教学下延伸实践教学过程，强化理论课程的知识
通达性。 在实验课程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课程的拓展，增
强实验课程的应用有效性。

（5）研究多元化的实验考核方法。 基于线上平台预习、答
题、视频观看，以及实验操作过程，实验结果与分析和实验报
告等多方面综合、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实验成绩。

三、总结与思考
《海洋技术基础实验》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海洋技术专业理

论知识和专业仪器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等，但更为重要的
是掌握解决海洋专业现实问题的技术方法，为社会海洋型人
才的培养打好坚实基础。 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海洋技术
基础实验》的实验教学研究，较好的提升了海洋技术专业学
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工程化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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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引入相应的
核心价值观内容，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在历史课堂
活动中，应当以价值观和社会评价作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价
值导向作用，让学生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真相，结合历史记录
和解释，厘清不同的价值观，让学生分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
段的核心价值观。 以教学内容作为基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例如，高中历史“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的教学中，
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从虎门销烟到东南沿海战争，从火
烧圆明园到 1900 年北京沦陷， 从割地赔款到禁止成立反帝
组织等等，在《南京条约》对中国主权进行一系列破坏，《辛丑
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近
代的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中华民族和西方列强民族矛
盾不断加剧，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整个课堂中，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内容，拓展历史史料解读，开展课堂互动
与交流，借助多样化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近代中国人民反
侵略求民主的探索，让学生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
能够从历史现象分析历史本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取向。 在
这样的活动中，针对不同的历史专题学习，理解不同的价值
观内容。 如从人类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让学生明白平等、
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历史
中，让学生明确社会公平、整体效率、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
观。 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中，引导学生树立宽容、尊重、欣赏
以及开放的核心价值观。 通过这样的方式，树立正确的历史
价值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通过观察历史了解应该做什
么？ 如何去做？ 为学生人生选择指明方向。

6.基于唯物史观应用实践观点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应当注重唯物史观的引导，借助

实践观点开展历史讲解活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在具体的
课堂活动中，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加深学生整体认知，
从多角度、理性地看待历史发展。 结合历史事件的发生，将其
放在更长的历史中理解，深入发掘其中的关系，引导学生正

确地看待历史，全面把握历史知识内容，保证历史实践活动
开展。 例如，高中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学中，结合本节
课程内容，教师设计相应的问题：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应当走向什么样的道路？ 借助这样的课堂问题，
引导学生开展思考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中，无产
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
路。 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采取这样的模式，在秋收起义
中，预定的目标是攻占长沙，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之后，面对敌
我双方的力量悬殊， 认为攻打长沙必然会使得全军覆没，应
当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和山区，保留和发展革命的火
种。 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了攻打长沙的目标，带着队伍上井
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且结合相应的斗争经验，开
展相应的总结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有效结合，创设相应的革命理论，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采
取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方式，使得中国革命走向
新的路线。 中国革命从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相通的，
但，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实际情况，应当结合具体实践活
动，优化课堂活动设计，有效渗透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提高
历史教学有效性。

7.结语
总之，随着新课程改革全面实施，高考历史和教学实践证

明学生理解所学历史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唯物史观是高中历史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历史知识以及解决历史问题的有力指导， 因而需要教师在
唯物史观下优化历史教学策略，最大限度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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