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复习备考中
提高学生的“史料实证”

素养 



 

一.素养概述： 

 1.“史料实证”素养是指学生能够在真实、可
靠的史料基础上得出历史结论和评判的能力和
品质，它是其进一步养成历史理解、历史解释
及历史反思素养的基础。《义务教育历史课程
标准（2011年版）》对于历史课程性质做出了
明确规定：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
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
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素养概述： 
 2.历史课标对史料掌握程度的要求是：“知识与
能力”目标，它强调学生要了解历史呈现的多种
方式，提高历史的阅读、观察能力，初步学会从
多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
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
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过程与方法”目标
中，它强调学生要逐步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初步理解历史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并尝试体验
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
和独立思考，初步形成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
和评价。这就要求历史教育要重视“史料实证”
素养的培养，引导学生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精
神。 



一.素养概述： 

 3.“史料实证”素养通过对获取的
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
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
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
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
的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史
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
，这是历史学的重要方法。 



如何在复习备考中提
高学生的“史料实证
”素养呢？ 

 

 

 

 

 



方法一： 
 

 

 首先，历史教师应更新教学理念，重视史证教育
。传统历史教学重视陈述性知识的传授，“史料
实证”素养的培养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更为强调过
程性知识的引导。在以“核心素养”为中心的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历史教师
要引导学生运用历史材料论证历史问题，增强其
历史分析能力，进而使他们养成严谨的思辨意识
和思维品质。其次，历史教师要提高专业素质，
增强教学能力。历史教师应深挖教材，精心打磨
教学设计。学生“史料实证”素养的培养主要进
行于课堂教学，因而教师在设计教学流程时要充
分挖掘历史材料，做到史论结合，以培养学生论
从史出的证据意识。 



 

  （2020.广东.4）湖北云梦出土《睡虎地
秦墓竹简》中有一篇《封诊式》，记
载了一个乡村里长发现麻风病疑似患
者并向上报告的事例。通过此则材料
可以了解秦代（  ） 

 A．休养生息的政策 B．分封制度的
推行  

 C．法律制度的严酷 D．基层管理的
状况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秦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皇帝制度；中央设立丞相、太
尉、御史大夫；地方设立郡县制，由皇帝直接派人
治理，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开创了此后历代王朝
地方行政的基本模式。 

 【解答】通过题干分析，出土竹简为秦朝时期，而
材料描述的是地方乡村里长发展麻风病向上汇报的
事情，这反映的是秦朝地方管理制度，D符合题意。
A是西汉时期实行休养生息。B是西周时期实行分封
制。C材料题干没有涉及法律问题。 

 故选：D。 

 【点评】本题属“史料实证”，通过秦朝郡县制这
一基础知识为切入口，考查学生分析归纳问题的能
力。 



方法二： 
其次，.培养学生鉴别史料真伪、判明史料价值
的能力。这是“史料实证”素养培养的关键。历
史材料浩如烟海，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归纳与某
个问题或观点相关的可靠性材料，区分史料的来
源和性质，如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材料中的客
观表述与主观认识，进而认识其对理解和解释历
史的价值。比如在教授《全民族抗战》一课时，
为引导学生深入认识“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
中日意见不一”的现象，运用当时中国和日本报
纸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不同报道关，既让学生了解
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又引导学生关注到史料的
不同政治取向，培养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试题对接： 
 （2018.慈溪期中）关于美国是否在日本偷袭珍珠港

之前就得知了这一计划一直是战后史学家争论不休
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军有先进监听机关“
魔术”而且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布置了大量的监听站
和情报机构对日军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毫无察
觉。而我国史学界则普遍认为日本重心在中国战场
不可能将进攻的矛头首先对准强大的美国更不可能
直接袭击远在数千千米之外且有重兵防守的珍珠港
。这说明 ( ) 

 A. 历史事实虽是客观的，但历史真相却不易还原 

 B. 由于研究者立场的差异，影响其对历史的解释 

 C  .两种观点均存疑待解，须找到最有力证据求证 

 D  .历史学术问题应提倡百家争鸣，而非定于一论 



【分析】：本题考查历史研究的基
本方法，历史研究由于研究者立场
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会有差异。
答案选B 

                                  



方法三： 

重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历史教科书是
学生学习历史、教师教授历史的主要工
具，也是“史料实证”素养培养的重要
载体。历史教科书在内容选择和编排上
都有明显的针对性。它选入的许多有价
值的一手和二手材料不仅提高了学生历
史学习的兴趣，也可作为学生理解和解
释历史的“证据”。因此，历史教学要
重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充分发掘其对
“史料实证”素养培养的价值。 

 



真题对接： 

（2020.广东.10）孟元老所著《东京

梦华录》和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
图》反映了同一座都市商业繁荣的
景象。这座都市是（  ） 

A．唐代长安 

B．北宋开封  

C．南宋临安  

D．元代大都 

 

 

 

 

 



 
 【分析】本题考查《清明上河图》。题干关键信息“孟元老所著

《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同一座都
市商业繁荣的景象”。 

 【解答】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画《清明上河图》描写了北宋首都
东京（开封）汴河沿岸的风光，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著名的
商业中心，《清明上河图》是汴京（开封）当年繁荣的见证，
人物栩栩如生，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跃然
纸上，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开封作为商业城市的繁华景象，代表
了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据题干关键信息“孟元老所著
《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同一座都
市商业繁荣的景象”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座都市是北宋开
封。 

 故选：B。 

 【点评】这题属“史料实证”核心素养，在教材七年级下册P44

、46提及，因此，历史教学要重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充分发
掘其对“史料实证”素养培养的价值。 



方法四： 
    历史思维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重证据，

有证据才能下结论，这就是实证意识。
在教师的指导下，用史料研习的学习方
式，把史料作为实证材料，通过史料解
读来验证、评判历史结论，不仅有利于
学生重构对历史知识本质的认识，而且
训练了学生充分处理和利用史料信息的
能力，培养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和
探究精神。 

 

 

 

 

 

 

 

 



真题对接： 

（2020.广东.23）中世纪欧洲大学可

以主办学术讲座，控制人员编制，
有权审查并发放各种证书和学位，
甚至享有赋税、司法等方面的特权
。这说明中世纪欧洲大学（  ） 
A．具备政府管理职能  
B．享有充分言论自由  
C．受到世俗力支配  
D．拥有较大的自治权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的相关史
实。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西
欧中世纪大学为中世纪西欧社会培养了人才，促进
了科学和文化的进步。 

【解答】在西欧古老的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
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最为著名。西欧古老大学拥有许
多特权，欧洲大学的自治地位主要体现在免赋税特
权、司法特权、教育自主权。据“中世纪欧洲大学
可以主办学术讲座，控制人员编制，有权审查并发
放各种证书和学位，甚至享有赋税、司法等方面的
特权。”可知，这说明中世纪欧洲大学拥有较大的
自治权。选项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 

 

 

 

 

 

 

 

 

      通过史料“中世纪欧洲大学可以主办学术讲座
，控制人员编制等方面”解读来验证、评判历史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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