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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解读·

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2017年版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同时，

新的教材研制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2018年9月进入试教试用阶段。如何依据新课标精神进行

新的教学？为了回应广大一线教师的迫切关注，我们开辟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解

读”专栏，特约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各学科教研员答疑解惑。《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

中学历史教学初探》分为上下篇刊出，本期刊出上篇。

- 编者按 -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

改革试点。2017年9月，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

个省市成为第二批试点地区。2018年1月，新修订

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历史等学科课程标准

（2017年版）颁布，同时，新的教材研制也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2018年9月进入试教试用阶段，因

此，如何依据新课标精神进行新的教学，成为广大

一线教师迫切关注的问题。

从素养到学科核心素养

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

具有创新意识与批判思维、跨学科视角解决问

题、团队合作等核心素养的人才成为各国教育改

革关注的核心要点。故此，以核心素养为取向的世

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为大势所趋。[1]如美国在

21世纪初就颁布了“21世纪核心素养”，2010年3

月，新加坡也颁布了学生的“21世纪素养框架”。

那么什么是素养？什么又是核心素养呢？简单地

说，素养指的是沉淀在人身上的对人的发展、生

活、学习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2]正如爱因斯坦

说的，“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

了，剩下的就是教育。”这是素养的涵义，顾名思

义，核心素养就是这些留下来的东西中最核心的

部分。2016年9月，中国公布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

体框架，其中明确指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

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其内涵来看，核心

素养包含但不限于能力的一般含义，更强调学习

悦纳教改趋势，理解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中学历史教学初探（上）
郭井生 _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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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中有效解决问题的“综合力”

和“胜任力”。[3]学科核心素养是各门学科对核心

素养的独特贡献。学科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

养，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特定学科（或学习

领域）的具体化，是学生学习一门学科（或特定学

习领域）之后形成的、具有学科特点的成就（包括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

现。[4]  

由此可见，素养、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这

三个概念是一种上下位的关系，核心素养处在关

键的位置上，是学生学习后应对复杂社会情境

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这些核心素养具有综合

性和整合性，它要依赖于各门学科教学的具体落

实。同时，我们在进行每个学科的教学时，除了想

到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同时也要对接上位的国家

核心素养体系，思考本学科核心素养能为国家核

心素养贡献哪些品质与能力。

学科核心素养与三维目标

有人形象地把这一轮的新课改称为基础教育

改革的3.0版，从原来的“双基”，到2001年的“三

维目标”，再到今天的核心素养。如何来理解核心

素养对三维目标的发展，进而建构三维目标与核

心素养之间的关联，是转变我们教学的关键点之

一。从发展角度看，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

“核心素养”，其中的变迁基本上体现了从学科本

位到人本位的转变。双基是外在的，主要从学科

的视角来刻画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和要求；素养是

内在的，是从人的视角来界定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和要求；三维目标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中间环节，

既有外在的又有内在的东西。[5]从关联角度看，作

为核心素养主要构成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实

际上是对三维目标的提炼和整合——把知识、技

能和过程、方法提炼为能力，把情感、态度、价值

观提炼为品格。能力和品格的形成即是三维目标

的有机统一。[6]比如历史学科，正如吴伟教授所

言，历史学科的素养是“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

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

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其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够

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富有个性的心理品质。”[7]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组成及分析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集

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历史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

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对于这三

者之间的关系，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能够熟练地

开车，掌握开车的技能，说明你有了关于开车的关

键能力；会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说明你有了

开车的必备品格；尊重和敬畏生命，对自己也对他

人的生命负责，说明你有了开车的正确价值观念。

把这一比喻引申到历史教学中，会引发我们对历史

教学的深层次思考，新课标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

朱汉国教授是这样来定位这三者的内涵的：历史

学科的关键能力是指学生掌握运用唯物史观认识

问题、从时空观念角度分析历史事物、收集辨析

史料、进行历史解释的能力；必备品格体现在政治

思想上、道德人格上、史学品格上，如史学品格上

的求真求通意识；正确价值观念则以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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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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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处对这些方面予以了阐释，对这些方面的深

刻理解和把握是未来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正如

新课标组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叶小兵教授所言：

在最新课标中，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教学要求以及考试评价等方面都以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为轴心。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的问题，可以说是今后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

一个重要发展方向。[8]

首先，应该从学术上理解这些方面的深刻内

涵。以唯物史观为例，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恩格

斯的经典原著，去理解原生态的唯物史观。1845

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不是意

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想象、

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

产物。”[9]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中再次重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

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

墓前的讲话》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一步阐述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

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

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

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

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

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

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像过去那样做得相

反。”[11]但是否就此断定唯物史观是单一经济决

定论呢？当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强调的实

际上是历史合力论，但同时把经济作为基础。杨璐

在《原生态马克思唯物史观探析》一文中解释说，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确实强调了经济在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马克思从未表明经济就是社

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因素，也没有将其功用大而化

之。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中，恩格斯面对当时

青年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加以解释，他说：青年

们有时过分看中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

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

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

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

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2]社科院吴英研究员纠正

了唯物史观的几个误识，其中有一点强调唯物史观

绝非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他引用了恩格斯

的一段话，恩格斯曾经对有关唯物史观是经济决

定论的指责做出过直接的否定，指出：“如果有人

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

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

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

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

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

因素……”[13]而且，恩格斯认为，在对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加以应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

如马克思数次回应俄国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士

的询问时表示，自己只是依据西欧的历史进程表

述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不能将这种表述简单地

运用于其他地区，变成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有学

者在分析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时指出，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主要是基于对欧洲社会的

分析，欧洲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没有形成强有力

的中央集权，封建领主既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土地

上居民的统治者，国王权力相对弱小，从未如中国

一般形成具有独立地位，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集

团。中华帝国是一种权力主导型社会，这种特殊性



81

2
0

1
8

 / 0
8

课程 /  育人

决定了政府体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14]这些都提醒我们运用唯

物史观时要慎重，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关注这些方面在教学中的有效渗透。

还是以唯物史观为例，教学中我们实际上都在运

用这一史观指导教学，比如讲春秋战国时期的社

会变革时，我们先是从铁器牛耕的使用开始，由于

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进而导致生产关系等领域的

连锁反应。讲文艺复兴时，先是从意大利佛罗伦

萨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说起，而文艺复兴后来在

英法等国发展起来，又和这些地方在新航路开辟

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有关。有一位老

师在讲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一

课时，是这样来渗透唯物史观的，她先出示了英国

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时间，一个是1640年，一个是

1789年，然后在二者中间再出示工业革命的时间

1765年，接着教师指出，法国革命发生在工业革命

开始以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的背景

下，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在

讲述德意志统一时，教师先出示了武寅主编的《世

界历史简明读本》中的一段史料：德国的经济发展

和市场一体化为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1834年，

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到1854年已经涵盖了德意

志大多数邦国。1860年，德国铁路总长为11632公

里，已经将各地连接起来。经济一体化基本实现，

政治分裂状况愈益显得难以容忍。进而设问：如

何理解德国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引

导学生得出，经济发展对政治统一提出了要求；政

治统一为经济发展提供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家保

障，有利于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这很好地解

释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历史学科素养的其它四个方面也是如此，首先

要从理论上理解这些方面的内涵，关注它们在历

史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从历

史学科本质上凝练出来的，要深刻理解这些方面

的内涵，进而理解历史学的本质，理解历史学科育

人的价值。

编辑 _ 付江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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