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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空观念作为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的核心思维，是认识历史所必备的重要观念，在中学历史教育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课标对融合课程、校本课程等不同课程分类进行了细致介绍。因此，本文将探

讨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开发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历

史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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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thinking of the five core qualities of history discipline,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history educa-
tion in middle school.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mak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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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categories such as integrated curriculum an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integrated school-based curricu-
lum of “Middle School Historical Geography”, as well a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fur-
ther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history learn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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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浪潮下，《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应运而生，

为中学历史教育的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

核心能力与核心素养。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也是本次课程改革深化的一个关键词，其中，时空观念作为

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的核心思维，是了解和理解历史的基础，是认识历史所必备的重要观念[1]。这

说明时空观念核心素养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予以重视。 
国内各学者目前对于历史时空观念这一核心素养的分析、研究与探讨已经有许多，或是探讨时空观

念核心素养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或是基于高考历史试题考察下，关于学生必须具备时空观念

这一素养与思维的分析；抑或是以“融合”思路为指导，分析、探究如何推进学生历史学科时空观念核

心素养的培养。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学历史教师积极有效地开展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大都是着重强调时空观念在某一具体方面的落实问题，在新课改不断推进，

新课程、新教材不断向全国普及，“3 + 1 + 2”的新高考模式持续扩展的大背景下，相应也会出现一定的

问题。同时，新课改和新课标也对融合课程、综合课程、广域课程以及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不同课程

分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介绍。 
基于以上思考可知，中学历史教学应当结合学生学习历史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学校课程资源和教

师专业素质能力，开发融合式的校本课程，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和能力，发展学生的历史

思维和历史意识，培养时空观念等学科核心素养。 

2. 历史时空观念素养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落实及出现的问题 

(一) 历史时空观念素养在中学历史教学的落实 
目前国内关于中学生历史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颇具成效。首先，有专门的与历史教科书内容

进度一致的《历史地图册》等辅助教材，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内容学习中有关特定历史时空方面

的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其次，历史教师通过采取历史情境的创设、思维导图的绘制和相关图表的绘

制、直观教具或多媒体教学技术以及教学模式的改变等方法，也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历史时空观念。这

些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清不同历史时空框架下的特定历史事件及其意义，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科

关键能力和思维习惯，还能使历史教育适应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推动学生各方面素质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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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时空观念素养在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国家、学校及历史教师的高度重视，历史时空观念这一核心素养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得到了较大

程度的落实，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比如，一些历史教师存在着把时空

观念和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这几者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的问题，只是单纯地就时

空观念这一个核心素养向学生展开讲解和分析；或者是历史教师在讲解涉及到几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问题时，往往只注意到问题考查的某一个素养，而忽视了其他相关的核心素养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不仅

如此，一些历史教师在确定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时，要么是仍在沿用过去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从而完全忽视了“时空观念”以及其他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目标和

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要么是在制定课堂教学目标时，把新课标提出的五大核心素养分别以单独形式作

为每一条教学目标的要求。 
这样一种孤立的、片面的对待历史学科各核心素养的教学思维，极易影响学生对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

内涵的正确理解，不利于历史教学目标的顺利完成，对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也有着一定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学应当结合学生学习历史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学校课程资源和教师

专业素质能力，开发融合式的校本课程，如：中学历史地理，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和能力，

从而更好在学校课程的学习中促进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 

3. 融合式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 融合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区别与联系 
提到“融合式”校本课程，这里必须明确融合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含义。融合课程，顾名思义，是指

打破了学科界限，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同学科知识合并成一门的课程。校本课程则是指“学校照国家课

程标准、地方课程框架，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系统评估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通过自行研讨、设计或与专业研究人员及其他力量合作等方式编制出

的多样性、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2]。由此可知，校本课程的开发既可以借助于当地乡土资源，还要根

据学校、学生实际情况来开发。 
这两种课程的共同特征即是，它们都是不同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课程或活动课程之类，而是伴

随着教育进步和课程改革而出现的更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新形式的课程。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

差异，融合课程强调把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不同学科知识通过某些形式和手段融合在一起，并没有特别针

对具体的实际教学情况。校本课程则是以本校学生具体实际的学习需求为基础，做到因地制宜、因校制

宜、因生制宜，充分发挥当地和学校的课程资源。 
对于以立德树人为最终目标的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校本课程开设应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为主要

方向构建起贯穿全高中阶段的历史校本课程体系”[3]。因此，学生历史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可以

通过校本课程的开设来落实。基于以上关于融合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分析、比较，中学历史教学可以将学

生历史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在“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开发上，以便充分发挥

学校和教师的专业素质能力，系统地评估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 开发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必要性 
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校本课程的设想，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毫无根据，它是在综

合、科学地对历史时空观念核心素养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的落实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得出的，

因而这一校本课程具有开发的必要。 
从客观条件来看，首先，国家明确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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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新课改的关键阶段，开发适合学生学习需要的校本化课程——《中学历史地理》则是对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最为切实的实践支持。其次，普通高中历史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历史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历史思维。因此，在“3 + 1 + 2”这一新高考模式逐渐广泛

推广的形势下，高水平、高质量的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显得举足轻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中学历史

地理”这一校本课程则尤为必要。 
从主观方面来讲，第一，总的来说，虽然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关于学生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重

视和培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具体的历史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各学校依据本

校学生的实际学习发展需要，采取创新性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在这样的思路下，

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一校本化课程则是推动学生发展历史时空观念等核心素养的必由之路。第二，

校本课程的开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每个学生的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水

平，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就“中学历史地理”这一校本课程而言，它可以通过课程的开发锻炼教师的

课程问题意识和课程开发意识，督促教师为开设好这门课程而不断巩固基础专业知识、不断学习新的与

学科融合和校本课程开发密切相关的知识，从而更好满足学生们的学习需要，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历史学

习兴趣，使得学校的教学水平也有所提高。 
由此可知，在目前的中学历史教学中，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时空观念等核心素养的培养，“中学历史

地理”这一校本课程在实际的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开发、实施的必要，值得各学校根据自己的具体需

求采取行动予以落实。 
(三) 开发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可行条件 
“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开发听起来对于那些刚接触到融合课程或者校本课程的教

师来说或许有点复杂，甚至陌生。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双眼摸黑”，相反，其开发还存在着许多

的可行条件。 
首先，目前国内外关于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利用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大量阅览

这些相关文献资料和著作为“中学历史地理”课程的开发积累一定的理论经验和基础知识，比如陕师大

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杂志以及史念海、顾颉刚等专家的著作。这些专家学者的实践和研究经

验为“中学历史地理”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其次，地理学有一分支学科叫做“历

史地理学”，其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

这类涉及到历史上历代政区和疆域变迁的知识点又无可避免地与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主要内容存在着一定

程度上的联系。因此，历史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时空观念核心素养时，完全可以充分发动学生将自己

所学到的地理知识点积极地进行迁移。同样的，历史教师在开发“中学历史地理”也可以大胆尝试，将

地理学科的有关知识内容与历史学科的相关知识点进行创新性地整合与融合，从而编制出符合学生实际

认知水平和学习需要的校本化教材。同时，由于一些高等师范院校也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中国

历史地理》这门课程，这便为毕业后继续从事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工作的老师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一

融合式校本课程奠定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学术视野。 

4. 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建议 

(一) 如何科学开发“中学历史地理”校本课程 
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的校本课程对于一些刚接触到“校本课程的开发”的学校和教师

而言，也许会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下手。以下便是一些关于科学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门融合

式校本课程的建议。 
首先，确定明晰的课程目标。正如国家课程的编制有其特定的课程目标，开发“中学历史地理”这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65


明安维 
 

 

DOI: 10.12677/ae.2023.13121565 10140 教育进展 
 

一校本课程也应当有明确的课程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落实过程，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构建过程，这种构建过程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个体的需求和选择”[5]。在对“中学历史地理”校本

课程进行开发时，学校和历史教师必须把学生当前的历史学习需要和个人发展需求摆在整个课程开发工

作的第一位，对学生个体展开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明确学生在新课改和新高考背景下的具体历史学习

需要，了解学生历史时空观念等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以及历史学科关键能力与历史思维的发展水平。在

综合考虑学生学习需求与学校课程资源的基础上，树立明确的课程开发目标。 
其次，提高教师的课程开发水平。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的编写离不开高水平的课程编写队伍。在开

发“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的校本课程及教材时，学校需要注重提高参与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的教

师的相关知识经验和水平。学校要给教师提供、创造各种学习的机会，为教师积极开展课程开发与利用

相关的培训，帮助教师熟练掌握一定的课程理论与技术，充分发挥学校的各类教育教学和课程资源，为

教师科学高效地进行“中学历史地理”校本课程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有效提高教师的课程开

发水平与能力。 
最后，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全球进入了信息化、数

字化时代，其应用必然会加快我国新课改步伐，促进转变教育教学模式。因此，在开发“中学历史地理”

这一融合式校本课程时，开发者应当注意到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的在某些知识上的联系，利用多媒体技

术进行创新性设计与整合，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而不断提高自身的历史时空观念等学

科核心素养。例如，在开发设计“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掌握资本主义

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脑海中构建起清晰的时空画面，教师在设计校本教材时，可以在教材中插

入世界地图，并把被不同国家列强所侵略而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用不同颜色区分开，用箭头符号标示出被

侵略的先后时间。同时，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将世界地图插入在多媒体课件上，通过动画的形式，展

示列强的侵略路线，并依次展现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过程。凭借

多媒体技术和设备，教师可以通过具体的教学情境，使学生能更加直观地学习和了解到过去的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逐步培养其历史时空观念等学科核心素养。 
(二) 如何有效实施“中学历史地理”校本课程 
“中学历史地理”校本课程开发出来后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有效地促进历史校本课程的实

施？首先，要为“中学历史地理”融合式校本课程的实施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开发后的校本课程如果

没有健全的配套服务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其在实施过程中则容易出现“孤掌难鸣”的情况，因此，学校

以及校外相关部门要为校本课程的实施与利用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技术和资金扶持，为“中学历史地理”

校本课程营造一个良好的使用环境。其次，聘请课程专家予以指导。与专门从事于校本课程研究的专家

学者相比，学校以及历史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与利用实施方面的专业性定然是远远及不上的。通过专家

学者的指导与经验分享，“中学历史地理”这一校本课程的实施成效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不仅如此，在

实施该校本课程时，还可以展开校际合作与交流，充分吸收其他学校校本课程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

促进学校教师提高“中学历史地理”校本课程实施过程的科学性、高效性。最后，还要注意校本课程使

用后的反馈。“教师应根据开发前制订的各项目标达成情况进行反馈，充分验证该校本课程的可行性、

科学性、有效性。”[6]。通过制定课程的反馈评价体系，可以判断“中学历史地理”这一融合式校本课

程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效用，还可以借此修改、完善这一课程，使其真正做到提高学生的历史

时空观念等学科核心素养。 

5. 结论 

中学历史教学要紧跟时代潮流，密切关注新课改对中学历史教学提出的新要求，坚持以新课标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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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改革创新，增强历史校本课程问题意识、开发意识。学校教师在开发校本课程时尤其要注意以学生

的实际学习需要为依据，密切关注学生，从而更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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