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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

◎王媛媛
摘要：核心素养的培养已经成为初中历史教学工作开展的必然趋势，是提高历史教学成绩和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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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唯物史

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其中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的核心

思维。

一、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基本含义

时空观念核心素养是指：在以时间和

空间两大要素为基础的前提下，时空紧密

结合，对事物的特定时间及空间的联系进

行观察、分析的观念。

二、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对学生及教

师的意义

时空观念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历

史知识。这是因为，在历史时空观念培养

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注意一定的线索

和规律，能够把历史发展的前因和后果理

解透彻。这样学生能获得全面的、整体的

而非孤立的和零碎的历史知识。

通过对学生时空观念培养的落实，

教师的教育观和学生观都会发生深刻的

变化，课堂教学手段、评价方式也会随

之改变，使得教师在培养过程中不断探

索，不断改进自己在时空观念培养问题

上的方法。

三、目前学生时空观念核心素养形成的

概况

从平时的上课和座谈交流中普遍反映

的问题是：多数学生停留在对知识的浅显

理解，忽略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学生对历

史课本中的图片、图表等仅存在表面的认

识，缺乏空间想象能力；学生难以把握历

史时空观的变化和阶段性发展特征。

四、时空观念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建议

（一）根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要求，

认真设计每节课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制定直接影响到学生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例如，在设计《元

朝的统治》这课的教学目标时，应该将其

设计为：“识读《元朝疆域图（1330年）》，

学会结合地理知识掌握元朝统治的相关措

施”。这样设计的教学目标，不仅时空观

念的指向性明确，而且具有操作性和检测

性，通过课上的学习便可让学生达到这一

目标。历史事实的发生都依托于具体的地

理位置，培育学生基本的地理空间素养也

是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将历史学

科与地理学科联系起来。

（二）联系现实导入新课，创设历史

学习情境

创设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历史学习

的兴趣，同时有利于学生认识历史与现

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有利于学生时

空观念的培养。比如《盛唐气象》一课，

可以这样导入：出示世界各地唐人街的

图片，讲述唐人街的形成等。由现实走

入历史，学生很感兴趣，就能积极投入

到新课的学习中。

（三）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教师的教是辅助，关键是学生怎么自

己学，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掌握相关基础

知识，从而构建学生的历史时空观念。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课中，通过设置几

个自学问题，让学生小组合作设计思维导

图。思维导图既有助于帮助学生记忆这些

知识点，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对这些知识进

行归类处理，逐渐形成知识体系。

（四）关注历史知识的补缺，创设历

史情境

对教学重点、难点问题，要适当补充

典型材料，在教学过程中用丰富的史料、

图片、视频等，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

精心设计思考问题，训练培养学生利用时

空观念思考理解问题并形成理性认识的能

力，进而全方位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感

受和思考，获得更加贴近真实历史的评价。

在《北宋的政治》一课，我先展示宋朝重

文轻武政策的相关史料，然后提出问题：

重文轻武政策有哪些影响呢？学生小组合

作探讨。以此来培养学生思考联系宋太祖

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和唐朝的相关内容得

出结论。

（五）引导学生自主梳理历史大事年

表、制作时间轴等

历史知识长河的标志就是时间，只有

按照严格的时序学习历史知识，学生才能

明白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和历史人物

的活动经历，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

客观规律。如在学习《探寻新航路》一课

时，我让学生自己设计制作时间轴，将几

位航海家的航行时间和取得的成就列在时

间轴里，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感受航行的先

后顺序，在历史时间中建立时空观念。

（六）对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总结历

史阶段特征

如在初二下学期开学第一课中，先对

中国现代史的分期进行介绍，进而引导学

生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构建中国现

代史的时空坐标。这样，在具体分析这一

时期的某件事件时，就能以此为切入点。

五、结语

历史时空观念素养的提高是一个长

期培养的过程，短时间的指导和训练，往

往属于量上的积累，而质的飞跃与突破，

还期待于学生们日后持之以恒的自觉和努

力。时空观念培养可挖掘的史料资源空间

很大，需要我们教师今后大量阅读、汲取

相关成果和理念，深入课堂研究，随时为

时空观教学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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