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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记录着过去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或重大，或渺小，

或深刻，或平淡。但每一件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深思的道理。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网络不断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

历史学科的教学可以借助网络等媒体，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剖

析一个历史事件。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思辨思维，也培养学

生学习和认识事物的方式。

2 历史核心素养的内涵

历史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为时空观念、史

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以及历史价值观。

时空观念是指学生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对历史事

件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观念。其目的在于让学生知道特定的历

史事件与特定的时间、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性。通过培养历

史核心素养让学生懂得划分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多种方式，灵

活运用这些方式对学过的历史事件做出完整的叙述。在学生

的脑海中通过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构建相应的历史事件、涉

及的人物以及产生的现象及影响。

史料实证要求学生对获取到的史料进行辨析，并且能够

运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重现历史的态度。史料横跨在历史长

河上的桥梁，只有多方面对多种类型的历史资料进行解读，

才能够得出较为客观的历史认识。

历史理解是将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提升到理解其意义的理

性认识和情感取向。要求学生对历史抱有同情理解的态度，

能够依据可靠的史实设身处地地认识具体的历史事件，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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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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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境况做出合理的想象，更好地体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类

事件。从而，在认识和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尊重和

理解他人、客观处理问题的态度。

历史解释是指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

对相关的历史事件按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客观评判。不同的人

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学生需要从中做出客观、全面的

平息，不拘泥于历史事件的表象。始终能够以辩证、发展的

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

历史价值观要求学生在学习和认识过去历史的过程中，

能够逐步扩展到对自身成长的认识和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

史为镜，在历史中获取有益的养料，最终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3 借助“互联网 +”培养初中生历史核心素养

的路径

3.1 将核心素养定为教学目标

虽然“互联网 +”拓宽了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但没有

教师的正确引导，也会让学生将大量的心思耗在互联网上，

从而本末倒置。因此，教师要树立确实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

任务，并将这些标准渗透到网络教学的过程中 [1]。例如，在

第三单元《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建立和巩固》的教

学中，教师可以将核心素养中的“历史价值观——祖国统一”

这一目标设计到课堂中去，可以在班级以多人的方式形成讨

论组，根据各自感兴趣的内容搜集整理相关的史料，并在小

组中进行讨论。秦始皇虽然残暴无度，焚书坑儒，但他统一

度量衡，使得全国各地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秦始皇的功过究竟是怎样的。这就可以让学生通过搜集纪录

片、书籍等方式来解答，建立更加客观的史学方式。小组在

学习之后，可以由一个代表通过 PPT 或者自制视频的方式在

课堂上进行展示。达到结果验收的目的。另外，“丝绸之路”

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而今“丝绸之路”更加繁华广阔，这

其中的促成因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支持着丝绸之路的繁荣

等，这些新奇有趣的历史问题都值得被学生拿来探究。激发

学生的探究意识也是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要求，需要教师在

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给予学生正向引导。

3.2 善用网络，优化教学资源

“互联网 +”时代地到来，让搜索资料变得更加快捷和

方便，但也存在着真假参杂的问题。所以，在甄选信息资源

时需要更加慎重，选择一些比较权威的网站，如中学历史教

学园地、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只有真正真实的历史才能够打

动人心，让学生了解到历史的真相，自发形成对祖国的崇敬

之情。从而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清晰的时空观念。在权威网

站上搜索的资料也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提供了保障，让学生能

够在教师的影响下，培养“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两大

核心素养。例如，在学习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早期的中

国产生和变革》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为学生展示甲骨文、

青铜器等图片。展示百家争鸣时期，众多文学家的留下来的

言论原文，放映集纪录片等。这些资料都真实地展现着夏商

周时期的重大事件，从中感悟到中国产生和变革过程中对百

姓生活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

3.3 加强教学模式的动态化

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能够利用网

络制作课件，但往往是传统意义上利用经典的历史资料来论

证陈腐的观念，很少能够让学生学会认识历史和学习的方法，

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缺少独立讨论和思考的过程，这让

历史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能够真正培养学生解读历史资

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课堂的教学国车给

中，可以采取开放性的课堂模式，通过网络平台，建立生生

互动、师生互动、让学生直接参与到思考和表达中去。例如，

在学习第一单元《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时，本

单元主要讲述的是人类的开始和活动，农耕文明的发展。教

师可以根据课堂内容先进行教学，为学生课后的学习打下基

础。进而在课后，可以让学生通过互联网查找资料。各自租

车给小组，进行资料的整理和收集。中国是悠久的农业大国。

农耕文明对人们的影响由来深远。可以让学生在家中寻找和

发现农具，并在网络上搜索资料进行求证。拍摄照片放在 ppt

上展示，向其他同学展示和介绍。这样有利于整个课堂整体

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并且教师鼓励学生拜托传统教材的束缚，

寻找创造性的想法并加以求证，从而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

的养成。

3.4 善用网络，增加课后自主化学习

教师只是知识的引导者，无法在知识的掌握过程中随时

随地监督学生的学习状态。学生才是学习的主题。因此，在

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生拥有了更多选择方式，教师

可以推荐学生在哪些利益的网站上进行课后的查漏补缺。根

据自身的喜好，来增加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对于学习进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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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后利用网络给予学生更加个性化的

题目分析，让学生避免问题的遗漏和积累。每个单元的结束，

教师可以组织一次线上小教师的竞选，通过网络的形式，让

学生自主分析解答学生的问题，从而达到互相帮助，全面发

展的目的。教师除了通过课堂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也可以

通过网络，增加师生之间的联系，打破传统是师生之间的壁垒，

做到真正寓教于乐的教学氛围 [2]。

4 结语

“互联网 +”给予初中生更宽广的渠道和路径去了解历

史，懂得历史。并且在教师的引领下，能够更加深刻、客观

的解读历史。历史是由人书写的。初中生的每一种言行都会

成为影响自身未来的历史碎片。在拥有更好的优势的情况下，

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初中生要学会善用互联网，完善对自

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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