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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堂中培养唯物史观和时空观念的教学探索 
王锦女 

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福建 漳州 363400 
 
摘要：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发
展进行科学的阐释，将正确的思想导入和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历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文拟探索如何在历史课堂的教学中落实唯物史观和时空观念，培养
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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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

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
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
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
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为
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人类一切历史都发生在
恩格斯所说的时间、空间下，时空观念是历史诸多素养中最
能体现历史学科本质的，是引导我们认识历史的标尺。本文
尝试以人民版历史必修三专题七第二课《探寻生命的起源》
为例，探索如何在历史课堂的教学中落实唯物史观和时空观
念，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1 以核心素养的落实引领教学设计 
课堂内容以明线“无知·恐惧·迷信·探索”为话题，

学习科学家们在探索生命起源的道路上克服种种困难，甚至
以生命为代价，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高度关注的人文精神和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通过了解古代盛行的神创论到近代进
化论的提出再到现代进化论的新发展，感受人类在科学探索
道路上从未止步、探索不止的精神，从而树立“探索”、“求
真”的科学态度，延续人类的辉煌，拓展了家国情怀的内涵
及价值。并贯穿课堂暗线即时代发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通
过上述学习，思考科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理解科学发展是
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也受时代的限制，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
并根据课程内容标准将教学目标确定为：1.通过阅读教材和
相关史料，了解进化论的主要观点及发展历程。（史料实证）
2.分析时间轴事件展示，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理解进化论诞
生的背景。（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3.通过文字
史料阅读解析，说出进化论对人类思想解放、世界文明进程
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史料实证、历史解释）4.通过观看和
分析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牛津大辩论的视频，分析科学与宗
教两者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根源。（唯物史观、历
史解释）5.通过对生命起源的探索，学习科学家们顽强探索
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树立科学的态度，认识探索生命起源的
意义在于延续生命，延续人类的辉煌。（家国情怀） 

2 以核心素养的达成贯穿教学过程 
在教学设计和教学目标的宏观指导下，还需要把唯物史

观和时空观念的核心素养渗透进入具体的教学情境设计中。
通过设置前后呼应的问题探究，引导学生思考科学的发展与
时代的关系，认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包括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一定时期
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产物，而一定时期思想文
化科学的发展又深受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限制等。 

2.1 拉长视角，宏观分析唯物史观中的科学发展 
提供典型材料或题目，可使学生在充分运用并分析这些

课堂资源的基础上认识到，科学在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而避免陷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的僵
化模式中。 

通过拉长视角，力图粗略展现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原
始社会至中世纪宗教神创论长期占统治地位——近代社会
科学发展，进化论等科学理论冲击宗教神学——现代社会科
学进一步探索，对进化论等提出质疑修正。并设置三个问题
探究，探究为何神创论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初步感知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世纪生产力
发展水平不高，知识有限，再加上教会统治的需要，使神创
论在欧洲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样的教学素材和设计，可以
让学生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自身的发展、阶级立场等角
度进行分析。探究二进化论诞生的时代背景？通过师生共同
分析，理解进化论的提出是当时时代进步的综合产物；探究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对遗传和变异以及生物大爆炸等问题
作出科学解释，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充分理解科学的进步
来自于时代的发展推动，但是也受到时代发展的限制。恩格
斯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
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
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2.2 聚焦细节，微观阐释时空观念的历史逻辑 
探究：进化论诞生的时代背景。漫长的中世纪，教会学

说成为权威，但也有许多科学家对它提出质疑和挑战。16 世
纪的西班牙医生赛尔维特提出肺循环理论最终被烧死在火
刑柱上，19 世纪的达尔文通过科学研究观察提出生物进化论
死后被厚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思考为什么同是挑战神学权
威的科学家，命运却如此迥异？通过强烈对比，引导学生思
考时代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探究达尔文进化论诞生的时代背
景。并提供相关材料，展示时间轴，构建出当时的特定时空
背景。特别强调时间轴上的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以及前后
事件交替的因果，辨明该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鄙人认为使
用时间轴、大事年表、历史地图等材料，可以使学生直观形
象的感知时空特征，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但借用这些材料，
详细阐述清楚历史事物的前后顺序及因果关系，才能使学生
真正形成时空观念。如本人在教学中是这样做的。 

 
图 1  历史事件 

时间轴上呈现了欧洲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老师引导学
生思考他们之间的关联。如关于进化论与工业革命、三次思
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引导学生这样
分析：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蒸
汽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
大，急需谋求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因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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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法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读准字音 
（） 

读顺文本 
（） 

带感情去读 
() 

初读能强化学生的自主感知，学生对文本有了清晰的理
解，朗读起来就顺畅多了，这样让学生在朗读上创造更多的
感悟机会。 

（2）精读 
精读是对课文精彩片段、重点句子，进行重点阅读得出

的感知行为。笔者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度探析，阅读教学
由表到里，由浅到深的探索。 

如精读《狼牙山五壮士》结尾的片段： 

 
（3）赏读 
学生拥有鉴赏性阅读，即赏读。笔者在这里的赏读是指

每学完一篇课文后，要求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段落来朗读。 

 
学生找出喜欢的片段来赏读，如课堂上时间允许可要求

学生背诵。 
2.3.2 课后的读 
课后作业，笔者常常布置学生回家大声朗读课内外书籍。

因为大声将文章读出来，可以缓解上学一天的紧张与疲劳，
孩子每天坚持朗读不但可以积累好词好句，还可以增强语感。 

孩子每天回家朗读文章、故事或自己喜欢的读物给家长
听，家长可将过程用电子厂品录音好，让孩子听听自己的作
品。孩子在听自己作品时，家长协助找出不足，进行改正。
当孩子在朗读过程中出现错误，应不打断，让他朗读完后才
纠正，并鼓励他再来一次。给学生带来了走进阅读的信心，
这无疑是阅读认知的自然升华。 

2.4 以“写”促阅读——（多写） 
为了让学生走进阅读，学会阅读，笔者通过让学生动笔

写：摘抄好词好句、写观察日记、写读后感、写学完文章后
的感受等途径来激发学生的潜能。 

3 自主阅读，展示学生的风采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活动，班里已基本形成浓郁的阅

读氛围，学生能走进阅读，自主阅读。班里经常会见到互相
讨论书本内容，互相借书的场面；家长也会在班群里留言或
请教买什么书给学生看；学生群也常看到学生们讨论某本书
的内容或同学对书中不懂得请教等。也可以制定一些措施来
促进学生的阅读，例如：要求学生每天登记阅读记录表，六
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要求读《小英雄雨来》、《童年》、《爱
的教育》，学生动手学的读书记录表以及学生上台展示交流
心得。要求学生看书时摘抄的好字好句，班里常组织的读书
讨论与展示会，表彰每月获得“阅读之星”。 

4 结束语 
解决高年级学生阅读障碍问题，文本中笔者已经详细介

绍了一系列的策略，这样让学生不仅学会阅读，更是让学生
独立自主阅读，开拓创新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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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则通过冲击封建神权和封建专制，进一
步解放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启蒙运动通过构建未来理性王国
蓝图，直接诱导了法国大革命、指导了美国独立战争，成为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思想
解放运动中，欧洲形成了开放、活跃、科学、理性的社会风
气，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权威进一步受冲击，促进了科学研
究摆脱宗教束缚独立发展。通过这一讲解，学生在梳理时间
线索后，进一步分析了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关联，理解了历
史时序的逻辑，从而进行时代特征的归纳。如果仅单纯呈现
时间轴，而没有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时序逻辑和因果关系，
学生无法真正掌握该时代的阶段特征，时空观念的素养也无
法达成。 

3 以核心素养的落地回望教学反思 
本科内容对高二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从人类历史发

展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具有一定难
度的。赵亚夫说，学历史，就是应该考究事情的本源及其内
在的逻辑关系，有刨根问底的习惯。通过课堂中设置问题探
究引导学生追本溯源，思考历史的内在逻辑，从而落实核心
素养。 

与此同时，也深感要落实核心素养，教师自身还需做大
量的理论学习，扎实自身学科知识才能上出一节精彩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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