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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历史核心素养
文｜薛晶晶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课程的奠基石，也是学科教学

和高考改革推进与深化的重要“风向标”。近几年，围

绕着“什么是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的

关系”等问题，很多专家和教师都进行了深入研讨，教

育部相继召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第二次至第五次工

作会议，进行了历史学科教育的顶层设计。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已进入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视野，

成为当前历史教学中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

依托综合实践，培养历史核心素养

2017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 “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

史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历史知识、能力

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

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

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搜集史

料，研究历史问题，从而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帮助学生

理解文化的根源，建立民族自身的认同感；使学生了解

世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尊重不同历史文化的开放思

想，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但是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仍然有许多学生将学习历史

等同于记忆历史，导致历史学科本身应该具有的特性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历史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经过多年的跟

踪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优化并利用综合实践活动的资

源。历史综合实践活动不但能有效培养和发展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转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培养历史

核心素养。

借助清明节、青年节、国耻日的契机，湖北省襄

阳市各县市区中小学都会结合本土资源开展一系列历

史综合实践活动，例如襄阳市第四中学的八十华里远

足、襄阳市第二十四中学的清明节烈士塔扫墓活动等，

已然成为学生历史综合实践活动的典范。下面笔者以

《伟大的抗日战争》一课为例，探讨历史综合实践活动

中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

聚焦认知空白，深度挖掘身边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人、了解人、了解人所在

的社会。这要求历史研究者研究民众生活的方式，了

解民众的衣食住行，更真实、多元地表现历史发展的

历程。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一中的

一课。考试说明对本单元应试的要求高，深入学习探究

本单元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历史分析能力。在本单元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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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过程中，教师可将抗日战争与襄阳地方抗日史相结合，

更好地调动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教材上的文字和图片

介绍有限，学生认知空白较大，因而教师应引导学生通

过自主探究、自主调研、自主实践，深度挖掘史料，帮

助学生弥补大量的知识空白，加深历史认识，提升历史

素养。

由于学生接触综合实践课程的时间较短，因此笔

者在学生开展活动前做了以下引导准备工作：引导学生

选择一个抗日战争中的具体史实或小切口作为视角，

了解抗日战争。例如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捷、南京

大屠杀、洛川会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论持久战》

的发表等。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对襄阳地方抗战史的感

性认识，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家国

情怀”这一历史核心素养。运用历史比较法分析抗日

战争历史全貌和典型现象，理解历史发展对人们和社

会生活的影响，培养学生“历史解释”这一历史核心

素养。为学生开展活动提供选题，使活动成果更为丰

富多彩。指导学生收集资料，培养学生“史料实证”

这一核心素养。

根据活动任务，学生确定的选题主要有：了解襄阳

抗战历史、襄阳本土英雄故事搜集、襄阳革命烈士纪念

碑介绍、扫墓活动等。

关注内化途径，注重学生能力的发展

历史综合实践活动中的资源和学习方式有很多，

挖掘什么样的资源，应从历史学科的特性和学生的需

要入手，史料阅读、调查走访、实地考察等都是不错

的方法。

笔者在学生确定选题之后，将他们分成五个小组，

引导他们制定计划，完成以下任务：通过采访抗战老人、

社区成员、家庭成员以及与选题相关的专业人士等方式

搜集有关襄阳本土抗战的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

文字史料等皆可；分类整理所获得的各种材料，探究襄

阳本土抗战史；五个小组将搜集的文字、照片等资料，

归类制作成图文结合的演示文稿或调查报告，在全班面

前分享。最终，第二小组的《枣宜会战——张自忠》和

第五小组的《不朽的勋章——探访抗战老人》获得大家

的高度评价，获得优胜小组称号。

侧重应用方式，强调历史核心素养

教师引领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求真求善，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社会能力，

这是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

要意义所在。

高中生有探索知识的强烈愿望和一定的抽象思维能

力，在学科知识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单纯地背诵

书本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在高中历史课堂上

开展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可以引导学生在课程实践中学

习，在体验应用中学习，帮助学生完成由了解历史现象，

到积累历史知识，再到理解运用历史知识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思考和研究历

史问题，教会学生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处理

史料和书面表达等能力，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实践

能力，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与习惯。

此外，在历史课堂上开展综合实践课程，可以引

导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的责

任感；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

态度和人生信念，树立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认同

感和责任心。

综合实践活动不只是课程活动或课外作业，它为学

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在实

践活动过程中，学生搜集、整理、辨别、处理史料的能

力得到提高，这是历史教学最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

是，枯燥的历史变得具体而有趣，学生深入社会的能力

与信心增强，历史核心素养提高。

综合实践活动绝不是某些老师所说的“可以忽略

的事情”，而是我们作为高中一线教师必须认真完成的

一项重要教学任务。如何把培养历史核心素养落实在日

常教学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

题。倘若历史课上得像历史课，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历史

的深度，也有历史自身的魅力，还有历史方面的启发时，

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和素养自然会有所提升，那时，高

考历史试题对学生来说也就没那么难了。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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