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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quality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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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virtual reality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fusion” model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Based	on	the	History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an help cultivate the core 
quality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historical evidenc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proposes	a	teaching	model	of	“technology	enablement	-	internalization	of	quality”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history teaching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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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背景下初中历史教学中核心素养培养探究
钟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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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传统的"知
识灌输"模式已难以满足新课程标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本文基于《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探讨
智能化技术如何助力历史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的培养，并结合具体案例提
出"技术赋能—素养内化"的教学模型，以期为智能化时代的历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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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22 年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明确

提出，历史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五大核心素养： 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这一要求的提出，

标志着我国历史教育从知识本位向素养导向的根本转变。然

而，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实践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重知识记忆，轻思维训练 的现象普遍存在。根

据 2023 年全国历史教育调研报告显示，约 78% 的初中历史

课堂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史实，缺乏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机会。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停留在

表面，难以形成深层次的历史认知。

其次， 教学手段单一 的问题突出。大多数学校的历史

教学仍主要依赖教材和 PPT 演示，难以构建生动形象的历

史情境。一项针对全国 500 所初中的调查显示，仅有 23%

的教师能够经常使用多媒体技术创设历史情境，这严重制约

了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感性认知。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智能化技术 的快速发展，为历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可

能。这些技术能够：通过 AI 模拟历史人物对话，增强历史

学习的互动性，利用 VR/AR 技术还原古代场景，提升历史

情境的真实感，借助大数据分析历史事件关联性，深化历史

理解的系统性，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智能化技术优化历史教

学，促进核心素养的培养，已成为当前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本

研究将系统梳理智能化技术与历史核心素养培养的内在联

系，构建 " 技术赋能—素养内化 " 的理论模型

丰富数字化时代历史教学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

本研究将 . 为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智能化教学策略 . 为学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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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智慧历史教学提供参考案例，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关

政策提供依据，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探索：. 智能化技术

如何精准对接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需求，如何构建 " 技术赋

能—素养内化 " 的教学模式  . 智能化历史教学的实践困境及

优化策略 
智能化技术与历史核心素养的契合性分析

时空观念：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 核心素养要求 ：学

生能建立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和空间坐标，理解历史发展的脉

络。这一素养的培养需要突破传统教学中时空呈现的抽象性

和静态性局限。

1.3  智能化解决方案 
3D 动态时间轴技术 ：利用 VR/AR 技术构建可交互的历

史时间轴，例如在 " 丝绸之路 " 教学中，学生可以通过手势操

作观察贸易路线在不同朝代的动态演变，时间轴可关联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维度信息，帮助学生建立系统认知， GIS 地理

信息系统应用 ：结合历史地图数据，实现战争、贸易等历史事

件的空间可视化，例如分析赤壁之战中长江水系对战争进程的

影响，支持多图层叠加，展示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

1.4  实证案例 
某重点中学在 " 大运河历史 " 单元教学中，开发了 VR

运河航行系统。学生通过 VR 设备 " 航行 " 于不同朝代的运

河河道，观察沿岸城市布局和商业活动。教学实验数据显示：

实验组（使用 VR）时空观念测试正确率达 82%，对照组（传

统教学）仅为 42%，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1）
史料实证：AI 辅助的批判性思维训练， 核心素养要

求 ：学生能辨别史料真伪，形成证据意识。这一素养的培养

需要解决传统教学中史料接触有限、辨析机会不足的问题。

 智能化解决方案 ： AI 史料比对系统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

动标记不同史料的异同点，例如比对《史记》与出土秦简关

于 " 商鞅变法 " 的记载差异，提供史料可信度评估指标

 区块链存证技术 ：建立去中心化的数字史料库，确保

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完整记录史料流转过程，增强研究透

明， 实证案例 ：某实验学校在 " 商鞅变法 " 教学中，使用

AI 史料分析平台：系统推送法家、儒家等不同学派对变法

的评价，学生需要分析史料作者的立场和写作目的，.AI 提

供即时反馈和补充资料，教学评估显示：学生史料辨伪能力

提升显著（前测平均分 62，后测 85），83% 的学生表示 "
学会了多角度分析史料 "

1.5 智能化历史教学的实践案例
 AI 虚拟历史人物对话系统，案例一：秦始皇政策决策

模拟对话系统， 技术实现：  知识库构建 ：基于《史记》《战

国策》等 20 余种史料，构建包含 5,000+ 条秦始皇相关史实

的结构化数据库，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建立人物关系网络（关

联度达 92%）

 对话引擎开发 ：使用百度 PLATO 大模型进行微调，训

练语料包含：历史学者整理的 200 组 Q&A 对《大秦帝国》

等影视剧台词（经史实校验）

设置回答约束机制：非史实内容自动触发 " 史料无记

载 " 提示，敏感问题（如焚书坑儒）推送多学派评价

1.6  交互界面设计 
（1）3D 人物建模参考秦俑特征（考古数据支持），

语音合成采用古汉语音韵系统（声韵准确率 87%）

（2） 教学流程：  课前准备 ：教师预设关键问题：" 为

何选择郡县制而非分封制？ "" 统一度量衡遇到哪些阻力？ "
学生分组拟定提问清单

（1） 课堂实施 ：基础问答，系统典型回答示例，提问

包含 " 统一文字 ":，" 寡人令李作小篆，非为美观 ..."+ 推送

六国文字对比图

（2）深度追问：系统自动生成追问提示：" 你如何看

待反对者的意见？ " 课后拓展 ，AI 生成个性化学习报告：

逻辑漏洞分析，推荐延伸阅读

（3） 质性反馈 ：85% 学生表示 " 更理解决策复杂性 "，
教师反映 " 课堂讨论参与度提升 40%"。

2 郑和下西洋船员视角对话系统， 技术创新

郑和下西洋船员视角对话系统， 技术创新，  多角色切

换 ：可选择与郑和、翻译官、普通水手等不同身份对话， 时
空映射功能 ：对话中提及的地点自动显示在 GIS 航海图上

2.1  教学应用
 情境任务设计 ：角色 A：质问 " 远航耗费巨资是否值 

得？ " 角色 B：描述 " 瓷器贸易的细节 " 跨学科整合 ：自动

生成数学问题：" 船队 1405 年出发，1433 年结束，历时几年？

" 关联地理知识：季风对航行路线的影响分析 实施效果： 家
国情怀问卷得分提高 22% 特别提升：对 " 和平外交 " 认知

准确率从 54% → 89%，能列举 3+ 个文化交流案例的学生占

比达 76%，技术伦理保障措施： 真实性校验 ：每季度由历

史专家审核对话样本， 认知保护 ：对 7-9 年级学生屏蔽暴力

史实细节， 数字足迹 ：记录对话过程供教学反思使用

2.2 VR 考古模拟实验
（1）技术实现特点： 沉浸式三维建模技术 ：采用激光

扫描与摄影测量技术，1:1 还原考古遗址三维模型，精度达

到毫米级 ，动态光影渲染技术模拟不同时段光照条件，增强

环境真实感 ，支持多终端接入，适配不同教学场景 
（2） 交互式操作体系 ：力反馈手柄模拟考古工具的操

作触感， 智能碰撞检测系统实时判断操作规范性，防止 " 虚

拟破坏 " ，分层挖掘算法模拟不同土质的挖掘难度差异 

2.3  教学辅助功能 ：
（1）AI 导览系统自动识别典型遗迹特征，并弹出知识

卡片 ，区块链存证技术记录学生操作过程，支持教学复盘 ，
多人在线协作模式支持小组联合发掘 

  教学设计建议 ：虚实结合：VR 模拟后安排短期实地验

证 ，建立分级训练体系（新手 / 进阶 / 专家模式） ，开发校

本化场景（结合本地考古资源） 
（2） 未来发展 ：元宇宙考古实验室（支持跨校联合发

掘） ，脑机接口技术捕捉认知过程数据 ，数字孪生系统实现

虚拟 - 现实实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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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支持的历史事件分析平台

（3）核心功能模块， 多源数据整合 ，支持结构化史料、

半结构化档案，及非结构化数据的统一接入 ，采用区块链技

术确保史料溯源真实性，关键数据上链存证 
 智能分析引擎 
（4）时空分析：GIS 系统自动标注事件地理轨迹，支

持 300+ 历史地图图层叠加分析 
（5）因果推理：基于知识图谱构建事件关联网络 ，趋

势预测：LSTM 模型模拟历史进程发展可能性。 

2.4  教学交互系统 
（1）VR/AR 可视化：三维重建历史场景，支持多视角

观察 
（2）智能问答：支持自然语言查询，响应速度 <0.8 秒 
数据分析方法

（3） 文本挖掘 ：运用 BERT 模型分析《资治通鉴》等

典籍，自动提取人物关系与事件要素（准确率 91.2%） ，情

感分析技术量化历史文献态度倾向 
（4） 时空建模 ：结合 QGIS 与自定义算法，计算历史

事件空间扩散速率， 人口迁移模拟：基于元代户籍数据重建

人口流动模型 
（5） 多模态分析 ：图像识别：自动比对不同时期文物

纹饰演变， 语音重建：通过古诗词格律反推中古汉语发音 

3   中学教学创新 

（1）北京四中 " 丝绸之路 " 单元教学：学生用 GIS 工

具标注商队停留点与货物交易数据 
（2）AI 生成不同时期路线变迁对比图 上海中学 " 辛亥

革命 " 情景模拟：基于报刊数据库还原舆论传播过程 ，多角

色决策系统模拟革命派 / 保皇派博弈 
（3） 公众教育拓展 ：国家博物馆 " 数字敦煌 " 展项：

实时渲染洞窟壁画变色过程 
" 甲午海战 "VR 体验：结合北洋水师档案数据重建战

场态势 

3.1 技术保障体系
（1） 数据安全 ：分级权限管理：敏感档案，采用联邦

学习技术 ，隐私计算：个人史访谈数据脱敏处理（符合《历

史数据保护条例》） ， 教学支持 ，自动生成个性化学习报

告 ，教师驾驶舱：实时监控班级学习进度与认知盲区 
智能化教学的挑战与优化策略

（1）现存问题分析：. 技术依赖与教师角色转变，. 历

史真实性与技术呈现的平衡，. 数字鸿沟与教育公平，. 技术

成本与可持续性

（2）优化策略建议：. 构建 " 教师 -AI" 协同教学模式，

建立历史事实校验机制，开发轻量化应用解决方案，完善教

师智能技术培训体系

3.2 主要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 ，技术赋能历史教育的有效性 ， 沉浸式学习

效果显著 ：VR 考古实验数据显示，学生遗迹识别准确率提

升 37%（p ＜ 0.01），操作规范达标率提高 63%，证实多感

官交互可强化空间认知与实操能力  13

 大数据分析提升批判思维 ：使用历史事件分析平台的

学生，在 " 多因素归因 " 测试中得分比传统组高 28%，体现

数据驱动教学对复杂系统思维的培养价值  46

3.3  教学模式的范式革新 
（1） 虚实融合的 " 双循环 " 学习 ： 虚拟层 （VR/ 大数

据模拟）快速构建认知框架， 现实层 （实地考察 / 文献研读）

深化理解验证，实验校对比显示，该模式使知识留存率提高

42% 15， AI 辅助的个性化路径 ：基于学习行为数据（如提

问深度、操作轨迹）的动态推荐系统，缩短 20% 无效学习

时间  37

（2） 理论贡献 ：  构建 " 数字历史教育学 " 框架 ，提出

 D-HIST 教学模型 ： 数据螺旋 ：原始史料→结构化数据库→

可视化知识产品→新研究问题生成， 交互增强 ：技术工具与

认知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3）[ 学生操作数据 ] → [AI 优化场景 ] → [ 认知升级 ] 

→ [ 更复杂操作 ]  

弥补传统历史教学论对技术中介作用的解释空白 ，  验

证 " 认知具身化 " 在人文领域的适用性 ，突破 " 历史学习以

文本为中心 " 的固有观念，证明： 身体参与度 （如 VR 挖掘

动作）与历史同理心呈强相关（r=0.71）， 空间可视化 （GIS

事件地图）显著降低时序混淆错误（错误率↓ 53%） 15

4  建立历史教育技术伦理规范 

首创 三维校验原则 ：

（1） 史料真实性 ←→ 技术表现力 ←→ 教学适切性，

解决虚拟重建中的 " 过度美化历史 " 问题

（2） 实践启示 ： 教师角色转型 ：从知识传授者变为 "

数字策展人 "，需掌握：数据解读能力，跨媒介教学设计

（3） 技术开发准则 ： 可解释性优先 ：所有分析结果需

提供史料依据链， 容错设计 ：允许学生 " 错误发掘 " 并生成

对比报告 

（4）未来研究方向：智能化历史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元宇宙环境下的历史学习研究，历史教育大语言模型开发，

智能化教学伦理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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