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发展

浅谈历史核心素养之时空观念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 艾宛虹  大连市第四十五中学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

释和历史价值观五个方面的内容。时空观念是指在

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

析的观念。历史的时空观念是指历史时序观念和历

史地理观念。[1]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

历史时间和地理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将史事置于历

史进程的时空框架当中，才能显示出它们存在的意

义。历史学科的知识是建构在历史时空基础上的，

对历史的认识必须从时空观念的角度出发。

现就历史核心素养中如何很好地实现将时空观

念这一素养内容运用并实现成功的转化的几点做法

与大家一起探讨：

一、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科学使用时间观
念，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发展的
“时序性”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认为：“时间或时序

不仅是历史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正确反映、表

达客观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坐标。”[2]可见，如何理

解与把握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培养其良好的时

图1

序观念是必不可少的。

1.在时间轴上把握历史发展线索

时间轴展示历史，便于学生梳理纷繁复杂的

知识点，建构整体网格化知识体系，认识历史发展

的进程和规律，真正走进历史、领悟历史。利用时

间轴更有助于学生根据时序性发展理顺历史发展脉

络，认识历史现象或事件发生的因果联系。如讲述

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时，为了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与

把握这一历史事件，我采用了时间轴展示历史的方

式，如图1：

2.用大事年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时间轴强调的是一条主线，能够帮助我们清晰

明了掌握学习内容的时序。大事年表可以更详实地

理清学习内容的完整内在结构。如下表：

进程 时间 事件
爆发 1939年9月1日 德国突袭波兰
扩大 1941年6月22日 德国突袭苏联

最大规模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

洋战争爆发
转折 1942年7月-1943年2月 斯大林格勒战役

胜利

1943年9月 意大利投降
1945年5月8日 德国投降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日 日本签署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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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二战史讲述，开篇用的是大事年表顺脉

络，收尾用的是时间轴理线索。无论是建立主线时

间轴，还是创建大事年表，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清

晰历史发展线索，二是明晰历史发展脉络，为整体

学习打下时序基础，避免遗漏重要知识点。否则，

碎片化的知识，无助于其养成认识和分析历史现象

与问题的能力。

二、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构建科学的 “空间
观念”，促进学生建立健全历史知识结构，领
会并掌握历史“整体性”特点。

1.在地图上再现历史

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范围地区和地点进

行的，为使学生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确定的

空间和进程，必须使用历史地图。地图是历史教

学的重要直观教具，能最大程度发挥学生的想象

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讲述《春秋五霸和战

国七雄》一课中战国七雄交往战略策略“合纵连

横”时，让学生根据历史地图绘制策略图，如图

2、图3，历史地图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战国时期合

纵和连横的策略形势图，帮助学生构建出完整的

空间知识结构。

2.根据主题统整单元知识结构

在讲述秦汉时期大一统时代特征时，为了帮助

学生整体性的认识这一时代特征，我采取以主题统

整的教学方式，从整体上分析时代特点。以“大一

统”为点切入，以秦汉时序为线，重新整合勾勒出

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局面。

图3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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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专题形式重构史事框架

以文明史重构近现代史框架

三、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历史和现
实问题进行独立探究，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框
架下，选择恰当的时空尺度对其进行分析、综
合、比较，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解释。

1.确立教学主题，整合课程内容，将史事置于

历史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评述。在讲

述八年级下册第13课《祖国统一历史大潮》一课，

关于海峡两岸交往一目，本子目的教学目标中最重

要的是达成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使

其认识到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确认

识这一趋势，需要学生对两岸历史演变有个清晰的

了解，明晰特定的时空下交往发展具体状况。教科

书中对当前两岸关系的情况介绍较少，为此我确立

教学主题后，将本课内容整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

部分“海峡两岸的交往”（曾经的交往）；第二部

分“展望祖国统一前景”（未来的交往）。在“展

望祖国统一前景”这一部分里，通过列举大量的事

实让学生认识到：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3]

海峡两岸交往

2.图像证史寻找历史教学中的别样风采，加强

理解，拓展教育的视界。我们往往会将一定时间、

空间下历史事件或现象通过视频，音像、图片等资

料呈现在学生面前，再造学生的认知，一幅幅清晰

的画面展示，仿佛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透过

［1］

［2］

［3］

［4］

陈箐：《史学阅读与历史时空观培养》，《新课程

（综合版）》 2016年第12期。

聂幼犁：《盯住试题的关键词：何时（一）》，《历

史教学》（中学版）2010年第6期。

徐灿华：《围绕主题教学 提升教育价值》，《中学历

史教学参考》2014年第12期。

张元：《历史课堂教学的设计思考》，《历史教学》

2012年第8期。

【注释】

图像透析历史内容和内涵，挖掘隐藏在图像背后的

故事理解和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

在讲述八年级上册第18课《全民族抗战的兴

起》时，带领学生穿越时空，重返抗日战争的“历

史现场”，引导学生感知逝去的真实。通过一幅画

面走进1937年，引领学生回首那段发生在六朝古都

的古今奇劫，看沧桑巨变，令人动情而泪下的一段

永不能忘的历史。在创设的特定情境中，学生从感

知历史到不断积累历史知识，进而不断加深对历史

与现实的理解；同时也实现学生主动参与、学会学

习的教学目标。

我们的教育不应是填满学生生活的空间，而

应是留有闲暇。因为学校教育绝不是给学生人生画

上句号，而是给他们的人生准备好必要的“桨”。

“历史课可以看作是一次时光的旅程，老师带着学

生前往一处过去的世界，去看看那里或是雄奇，或

是秀丽的景色”。[4]历史教学不是把历史事件进行

简单的重复和再现，而是要对这种客观的存在的主

观阐释，归纳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整理出历史

发展的基本线索，挖掘出历史发展的脉络。而核心

素养的提出，无疑赋予教育具体而清晰的维度和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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