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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历史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初探

宋蓉   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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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初中历史教学日益聚焦于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育。为了进一步优化历

史教学，教师应当积极探索将学科核心素养理念融入大单元教学的实践路径，旨在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案，提升

学生的历史整体认知能力，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论文主要探讨基于核心素养的历史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实施策略，

以期为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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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is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historical literacy.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history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subject core literacy into large unit teaching,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overall historic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rough carefully designed 
teaching plans.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historical unit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core 
competenci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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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历史学科以其丰富的知识内涵、广阔的拓展空间及深

刻的教育教学价值，在初中生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开

展历史学科教育教学，不仅能够启迪学生思维，拓宽视野，

还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然而，当前初中历

史教学面临内容繁杂、课时紧张等挑战，如何有效培养学生

的历史核心素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

整合性、系统性的教育教学模式，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

思路。通过大单元教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历史发

展的脉络和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学习能力

和学习兴趣，进而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

1 确定大单元教学目标，关注唯物史观

要想清晰确定大单元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形成唯物史

观，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要明确大单元教学在核心素养

培养中的作用，二是要明确单元目标的制定原则。

1.1 大单元教学在核心素养培养中的作用
大单元教学以其整体性、连贯性的特点，在培养学生

历史核心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大单元教学，学生

可以站在多个角度审视历史，理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从而逐渐形成科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科

的核心素养之一，要求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揭示历史发展的

客观规律。

1.2 明确单元目标的制定原则
在大单元教学设计中，明确的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南

针。单元目标应当基于学生的学习结果，考虑学生在学习完

成后能够达到的知识水平和问题解决能力。具体来说，单元

目标的制定应遵循逆向设计、突出重难点、整体性与连贯性

原则：

①逆向设计：从学习结果出发，逆向推导出达成这些

结果所需的教学活动和评估方式。

②突出重难点：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筛选出核心知

识点和重难点进行重点讲解和练习。

③整体性与连贯性：确保单元内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逻辑顺序，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1.3 以《古代亚非文明》为例的教学设计
在《古代亚非文明》这一单元中，教师可以围绕“大

河文明”这一主题，整合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三

大文明体系的教学内容。通过精心挑选和整理权威史料，如

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成果等，利用多媒体设备以

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同时，引导学生从

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成就等多个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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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明的异同点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这样不仅能

够构建坚实的历史知识框架，还能帮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

古代文明的魅力与深邃。

2 整合大单元教学内容，培养史料实证能力

通过整合大单元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史料实证能力，

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史料实证能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需要明

确整合教学内容的具体策略。

2.1 史料实证能力的重要性
史料实证能力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料实证能力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史料作为证据来分析和解

释历史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在大单元教学实

践中，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引导学生掌

握获取、整理、分析和运用史料的方法。

2.2 整合教学内容的策略
针对初中历史教材编撰现状中知识点零散、缺乏内在

联系的问题，教师可以通过整合大单元教学内容来构建完善

的知识体系。具体策略包括：

①梳理逻辑关系：认真研读教材内容，梳理各知识点

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时间顺序。

②构建时序框架：利用时序坐标图、时间轴等工具帮

助学生建立清晰的历史时间框架。

③拓展教学资源：结合网络资源、课外读物等拓展教

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

2.3 以《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 

源》为例的教学设计
在《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大

单元教学中，教师可以制作一幅“原始社会时期”时序坐标

图，标注出北京人、河姆渡原始居民、半坡原始居民、部落

联盟时期和夏朝建立等重要节点及其时间跨度。通过这一直

观的坐标图，帮助学生理清原始社会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

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这些节点

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培养其历史思维能力和史料实

证能力。

3 创设大单元教学情境，发展时空观念

历史教学实践中，明确时空观念的核心素养要求以及

掌握情境创设的策略是创设大单元教学情境，发展时空观念

的前提与保障。

3.1 时空观念的核心素养要求
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一言以蔽之，

时空观念就是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时间、空间等要素对历史事

件进行准确的定位和描述。在大单元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

通过创设教学情境来帮助学生建立和发展时空观念。

3.2 情境创设的策略
①利用多媒体手段：通过图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

手段还原历史场景，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氛围。

②设计合作式探讨问题：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兴

趣点设计合作式探讨问题，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进行交流和

探讨。

③激发学生情感共鸣：通过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情感

共鸣和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和

人物。

3.3 以《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为

例的教学设计
在《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大单元教

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直观、形象的图片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

例如，通过展示虎门销烟、《天津条约》签订、旅顺大屠杀、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图片将学生带入特定的历史时空。然后

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图片并深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的原因、经

过和结果以及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和内在联系。

4 制定大单元探究任务，建构历史解释

通过制定大单元探究任务，帮助学生延伸及加深历史

解释能力，其关键在于识别探究任务在核心素养培养中的作

用以及清晰掌握探究任务的设计原则。

4.1 探究任务在核心素养培养中的作用
制定大单元探究任务是培养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有效

途径。通过探究任务，学生可以结合史料对相关历史问题进

行理性分析和科学评判，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

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够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

4.2 探究任务的设计原则
①紧扣主题：探究任务应当紧扣大单元教学主题，

进而确保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能够深入理解相关历史

知识。

②层层递进：探究任务应当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递进

性，进而引导学生从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分析历史问题。

③注重实践：探究任务应当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可操

作性，进而鼓励学生通过实地考察、查阅资料等方式获取证

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4.3 以《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为例的教

学设计
在《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大单元教学中，

教师可以围绕“和谐”这一主题为学生布置多个探究任务。

例如：

①社会经济和谐：探析隋唐时期出现的两个盛世局面

（如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

②政治和谐：分析隋唐时期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和谐关

系以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③民族和谐：探讨唐朝与周边民族相处和谐的典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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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通过这些探究任务，学生既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隋唐

时期的历史特点和文化成就，同时也能够培养其历史解释能

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5 注重大单元评价导向，熏陶家国情怀

实现大单元评价导向，熏陶学生家国情怀，关键在于

两点：一是要明确评价导向在核心素养培养中的重要性，二

是要有效应用多元评价的实施策略。

5.1 评价导向在核心素养培养中的重要性
评价导向，不仅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

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大单元教学实践

中，教师应当注重评价导向的多元化和全面性，不仅需要关

注学生的学习成果，而且还需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和努力程度。通过合理的评价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和价值观，进而逐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

5.2 多元评价的实施策略
①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相结合：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

价和同伴评价，培养其自我反思和合作学习的能力。

②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表现和进步，不仅仅以最终成绩作为评价标准。

③知识性评价与价值性评价相结合：在评价学生的学

习成果时，既关注其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关注其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的培养情况。

5.3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的教学设计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

教材课后活动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国家有哪些事让你感到自豪？”这一问题。然后布置相

关作业如让学生结合本课内容自己搜集相关资料通过小组

的形式编辑一份历史小报。在布置作业之后教师再制定详细

的评价标准来检测学生的完成效果。这些评价标准可以包括

小报的内容质量、团队合作情况、创意表达等方面。通过这

样的教学评价设计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培

养其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6 结语

综上所述，以学科核心素养为追求，巧用整体性、系

统性思维开展大单元教学，能够显著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教

学效果并使核心素养变得具体且可培养。在大单元教学中，

教师应明确单元主题，整合教学内容、丰富教学策略、开展

合适的单元教学评价引导学生开展系统化、完整化的学习探

索。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时空观

念、历史解释能力和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以促进其全面发

展。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相信大单元教学将在初中历史教学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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