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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要不断挖掘、探索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教育价值,并将其有效地融入到高中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本文主要概述

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内涵及其构成,并提出具体的高中历史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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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

准则,而作为中学教育强调的核心素养,无论是从价值取向上看还是从指

标上看,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 新动态,同时注重本国历史文化特点和教

育现状。因此,基于中国国情的“核心素养”,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核心来构建。 

1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 

1.1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史观。它指的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

般规律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从宏观意

义上来讲,指的是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的

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它的主要培养目标是能够让学生了解唯物史观的基

本观点和方法,科学理性的看待历史这门学科。 

1.2史料实证 

史料实证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是中学历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史料实证的主要培养目标是知道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懂得

论从史出,要学会用历史证据说话,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并且

要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懂得和学会辨别各种史料的真伪,辨析史料作者

的意图,并且分析其来源和价值,掌握并熟练运用搜集史料的途径与方法。

将史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适当的、规范的引用、利用史料,并据此

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表达自己对于历史问题的意见,培养证据意识并以

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接近历史真相。 

1.3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指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于史料中内容的提取,以历史理

解为基础,运用历史思维客观的、多角度、多因素相结合的去辩证的看

待和理解历史,并理性的分析历史事物,对其做出客观评判。它的培养目

标不仅是要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还要掌握历史事件的内容和

意义。历史解释能力,解决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还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与生

活中的问题,要凭借自己独特的历史解释能力,客观看待、批评生活中的

问题。 

2 高中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途径 

2.1启发性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高中历史教学更是如此。这就要

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要急于求成,而要注意把握住课堂教学的尺度,让

学生在教师有意识的启发下,能自主地跟进老师的思路,从而启发学生各

项思维和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须抓住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在此基

础上提出接近学生 近发展区的开放、趣味性的问题,才能激发其求知欲

望,激励学生积极思考。每个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都有表现自己并

希望得到老师认可的渴望,所以,教师完全可以抛出设计科学的问题,让学

生以进行思考、讨论,学生才会加深对所学习知识的理解与把握,课堂教学 

心的建立,提供办公区、办公设施及相关专业设备；建立专项案件信息平

台系统；乙方主承保及共保人要参与调处中心工作,在调处中心委派理赔

人员,安装赔案处理系统,并承担调处中心的设置费用。丙方负责对调处中

心工作人员接转报案、项目案件信息平台系统的使用、电话回访等事宜进

行培训、监督。设置专门的民生保险报案专线,是民生综合保险项目唯一

报案受理、咨询电话,实行全天24小时全年无休不间断服务。 

④建立民生综合保险项目工作运行监督机制。由丙方协助甲方对乙

方的业务开展和救助处理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

意见；对重特大灾害事故的理赔工作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建立投诉和

信访渠道,受理居民关于本项目的投诉,定期向市民政局汇报投诉和信

访情况。 

⑤开展民生综合保险的知识培训、宣传等工作。为确保民生综合保险

项目落到实处,敦促相关人员对保险内容及救助事项全面了解,协助甲方

开展市、县、乡三级指挥体系和市、县、乡、村四级服务平台建设。由丙

方协助甲方组织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分管领导、工作人员进行保险、救助补

偿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对乡镇、街道分管领导、民政助理员进行保险知识

集中培训；对乡镇、街道要组织村民(居民)委员、景区、医院及车站等相

关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实务操作培训。 

乙方负责印刷、制作相关宣传资料,便于基层民政助理员、保险联络

员顺利开展工作,统一印发《民生综合保险服务手册》,实现各乡镇(街道)、

各村居(社区)保险联络员人手一册。 

⑥防灾防损费用。根据协议要求,防灾防损费为全部保险费的5%,用于

包括不仅限于宣传、教育、启动仪式、应急演练、设置防护措施及民政部

门要求完成的民生保险事宜,以尽量减少事故的损失和发生。 

⑦建立民生综合保险账户。由丙方协助甲方组织民生综合保险账

户,账户内包括民生综合保险基金、预救助资金等民生综合保险事宜的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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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才能显著,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才能落到实处。 

2.2加强人文体验,促进对人文思想的理解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还应加强人文体验,促进学生对人文思想的

理解。在当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仍旧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讲解是课

堂主要内容,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教师在给学生传递人文精

神时,学生会抵触这种被动接受,所以学生的人文素养很难提高。为此,教

师应转变这一教学模式,建立学生主导学习模式,引导学生去自主学习,自

主提升个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

主讨论,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知识、分析其中的人文精神,这样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更高,而且学生对自己发现的人文精神更加信任,也更容易通过学习

历史来提升个人的人文素养。 

2.3组织开展活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中,作为教师,也需要考虑如何引导学生

进行独立思考。新时代的历史教学要求学生能够建立起自身的唯物史观,

能够拥有正确的时空观念,这是传统历史教学所不能够达成的。在课堂上

以历史为基础开展活动,引导学生就所学的历史知识展开思考,调动学生

思考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主动进行思考,独立进行思考,并且由教师在学

生思考的过程中对学生的错误想法进行纠正,能够促进教师对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养。例如,在学习《汉代儒学》时,教师先带领学生学习“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提出、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在完成知识的学习后,教师组

织学生开展辩论活动,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为辩题,“是正确的,对当时的社会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维护了社

会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为汉代统治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为正方辩论观点,“是不对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创禁锢了当时

人们的思想,更是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为反方观点。教师引导学生自

由选择正反方观点,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以自己的观点为依据搜

集资料,阅读文献,这样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

空间,使得学生能够在辩论活动中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站在可靠的史料的

基础上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做法进行考察, 终加深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促进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2.4深入挖掘教材,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高中历史教材中拥有着许多优秀的中华文化,也

有着优秀的人文情怀,是对学生开展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在培养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过程中,作为教师,应当重视高中历史教材,以教材为依

托,不断深入探索教材中蕴含的人文情怀,在课堂上为学生渗透人文教育,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使得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

终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3 加强历史教师的师德教育 

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师,应该拥有良好的师德。师德包涵了很多种方面,

我认为,一个历史老师的师德主要包括有善良,公正。(1)善良。教师的善

良主要表现在其对于教导学生时的关心和爱护。善良是一个历史老师的基

本要求。历史老师在班级中除了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授者的同时,还要经常

扮演者家长的角色。所以,每一个历史教师都应当树立一个仁慈,耐心,亲

切,温和,平易近人的教师形象；(2)公正。在教学的过程中,务必做到不偏

不倚,不能因哪一个学生的成绩、性格、过错甚至相貌来偏向或针对他。

应该在每个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言传身教。所以,公正是

历史老师以身作则的自我要求和修养。 

4 结束语 

历史素养有助于学生学习历史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历史思维品质

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科核心素养教学,更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思

想,而作为一项长期的工程,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教师引起

重视,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敢闯新路,才能提升历史学科的育人价

值。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叙述的核心素养,发展学生

的综合能力,让学生能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灵活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

际之中。作为教师,应当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教学方法,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融

入到历史课堂中,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学生今后的学习与发展

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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