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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是实施教学的保障，也是教学评

价的重要依据。适应于核心素养课程目标的要

求，历史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的原则、方法、归旨

等都应做出新的改变。如何将五个核心素养落

实到课堂教学中，由抽象的理念变成行动，是摆

在中学历史教师面前的紧迫任务。本文试图从

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新课标”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界定是

“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

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里，有两

个关键词———“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也

是教学目标设计的落脚点和着力点。笔者以为，

对“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追求，应体现出

“涵蕴性”和“层级性”的特征。

这里的“涵蕴性”特指历史核心素养之间的

融合性与涵养性，就是在每课教学目标的设定

中，要将五个核心素养目标进行有机的融合，并

将其渗透、涵蕴到具体的问题和内容情境中。这

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要突出素养目标的融合，既要实现

“新课标”中规定的五方面核心素养的整体联系

和内在融合，也要实现历史知识、能力、过程、方

法、情感价值观之间的融合。
五个核心素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新

课标”提出，唯物史观是学习和探究历史的核心

理论和指导思想；时空观念是了解和理解历史

的基础，是认识历史所必备的重要观念；史料实

证是学习和认识历史所特有的思维品质，是理

解和解释历史的关键能力与方法；历史解释是

在形成历史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叙述历史的能

力，是检验学生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能力、方

法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家国情怀是学

习和认识历史在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等方面

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历史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

标志。从中可看出，尽管五个核心素养的地位有

所不同，但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解释”

是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思维和客观评判的态

度、能力和方法，要以客观的史料为依据，以实

证、辩解、叙述为手段，以唯物史观为统摄，逐渐

深入事件本质、接近历史真实，为此，历史解释

应成为表征核心素养的“关键能力”的核心。而

历史解释能力的形成、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要有

赖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引领和史料实证、时空观

念的有效铺垫。同时，“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

历史所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人文追求，应成为表

征核心素养的“必备品格”的核心。毕竟，“关键

能力”与“必备品格”之间的内涵界定还是存在

一些差异的。尽管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

释等也是学生学习和认识历史的“必备品格”，

但“必备品格”更多倾向于情意方面，具体体现

在“家国情怀”的孕育和完善，而“关键能力”则

更多倾向于思维层面，具体落实到“历史解释”

能力的提升。同样，“家国情怀”的形成也需要唯

一、教学目标设计应凸显核心素养的

“涵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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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史观的指引，也是在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离开这些载体，“家国情怀”就

成为了空中楼阁。

“新课标”在《实施建议》中提出，“五个核心

素养是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在教学过程中，既

要注重对某一核心素养的培养，也要注重核心

素养的综合培养”。在《教学与评价建议》和《学

业水平考试命题的主要原则》中相继提出要“避

免将五个核心素养机械地分离”，“既要注重对

某一核心素养的评价，更要注重对核心素养的

综合评价”，这是合适的。尽管在面对某一具体

知识内容和情境时，可能会侧重或突出某一方

面或某几方面的素养，但却要尽可能考虑五个

核心素养之间的有机融合。

五个核心素养与历史知识、能力、过程、方

法、情感价值观之间也要默契融合。同时，历史

核心素养本身也是“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这是对传

统的“三维目标”的整合、提升与新的意义建构。

适应核心素养目标的要求，每课教学目标的表

述要由“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分列式表述和机械性分离发展为

核心素养之间的融合性表述。落实到具体的操

作层面，就是以时空观念和史料实证为切入点，

以唯物史观为统领，着力提升学生的历史解释

能力和家国情怀品质，既不再追求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等单项目标的逐个

达成和简单拼接，也不以知识、过程、方法为终

极目标。这样，也就实现了“五个素养”与“三维

目标”之间的有机融合了。

第二，要突出内隐性要求，将教学目标由

“可见知识”转向“内隐素养”。核心素养蕴涵于

知识学习、能力形成与情意提升的过程中，将知

识的掌握过程转化为核心素养的提升过程，是

认知观和学习观的改变。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在思维过程中渗透

和体现出来的思维态度、技能、潜质等方面的个

性特征，“品格”具有“素养”之意，唯有在思维的

过程中才会获得与提升，“能力”亦如此。落实到

历史学科，就是通过多样化的方式，达成思维的

深刻性、灵活性、开放性、创建性、逻辑性和系统

性等方面的特征。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过程的涵蕴和情境的渗透。唯物

史观是指导学习和认识历史的灵魂，时空观是

分析历史事物时应必备的意识，史料实证是运

用史料的基本态度，历史解释渗透出对史事进

行意义建构的理性取向，家国情怀表征着历史

追求中凝练出来的精神皈依，这五方面素养的

内涵均界定于“观念”“态度”“取向”等层面，有

效的培养方式就是将其涵蕴在具体的史事和情

境中，慢慢滋养而成。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要

自然而然地渗透和隐性融入核心素养的要求，

慢慢滋养出个性化的思维品质和人文情怀，而

不是直接“贴标签”，生硬而显性地设定历史理

解和认识等目标。

由“可见知识”向“内隐素养”转变的另一角

度，所界定的是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关系：不以知

识掌握为教学目标，而是利用知识养成素养。对

知识点的学习是必要的，但知识点仅是达成素

养目标的途径和基础，而不是教学目的。落实到

具体的教学设计中，就要以相关的知识和方法

为铺垫，通过思维建构，将史事的叙述提升为理

解其意义的理性认识和情感倾向，重在对所学

结论进行解释和评析，最终形成独特而深刻的

历史认识，即“史料—史实—史论—史识”这样

的学习和思维路径。

下面就以《抗日战争》一课的教学目标设计

为例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旧版课标对这节课提出的教学目标是“列

举侵华日军的罪行，简述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

主要史实，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探讨

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

史地位。”这里，包含着分列的知识目标（“侵华

日军的罪行”“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史实”）、能

力目标（“理解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探讨抗战

的意义”） 及情感目标 （认识日军的侵华罪行

等），在传统的教学设计中，也常见简单对应和

一一复述上述教学目标的设计方式。在“新课

标”的要求背景下，我尝试着将本课的教学目标

确定为“试从官方档案文献、老兵回忆录、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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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历史地图、历史图像、遗存、学者研究成果

等多重史料中，发掘和利用可信史料及史事，在

理性看待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中几个焦点问题的

基础上阐明你的认知，并能以史为鉴，反思当下

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这个表述中，融合

了史料实证（“发掘和利用可信史料”）、史事（含

相关的时空观念，如运用“历史地图”）、历史解

释 （“理性看待焦点问题”“阐明你的认知”）、家

国情怀 （“理性看待”“反思历史”） 等方面的素

养。在这里，并没有简单拼接知识、能力、方法、

价值观等目标，也没有生硬灌注这些目标的达

成，而是自然地隐含在了解史事、甄别史料、客

观分析问题、形成自我认识、对接现实的学习过

程中。达成这一目标后，学生的主要收获不是记

住了那些知识、形成了怎样的解题能力和方法，

而是慢慢滋养出如何搜集和辨识史料价值，如

何运用史实建构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如何客观、

历史地分析他人的观点、如何从历史陈迹中找

寻出现实的“因子”等素质，这也是促进学生发

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这一目标指

导下，可设计具体的问题情境予以承载和达成，

现节选如下：

问题情境一：蒋介石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

《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说：

“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

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同年春天，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

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

个战争，还是在 1931 年就开始了。”请结合抗战

形势图及相关史实谈谈，你如何认识二者在抗

战起点和时限上的差异？本题融合了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方面的素养。这

里，不是显性地要求学生分清哪方的说法是正确

的、抗战到底持续了多少年、抗战的进程和结果

等相关内容的认知，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

识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其实质就是二者在战

场范围、抗战力量（人民、政府、军队）和国共两党

抗战地位上的认识分歧，也是能否客观公正地看

待抗战的世界地位、全民族抗战的意义等问题。

本题的情境设计，就是基于历史知识与学习方

法，自然融入并形成理性认识的考量。

问题情境二：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

天皇在《终战诏书》中称“虽然敌人已经用原子

弹向我们发起了挑衅，但为了减少战争伤亡，避

免种族灭绝，我们不应该继续奋起抗争。”认为

日本“终战”于美国投放的原子弹。请结合下列

史料（此略），谈谈你对该观点的认识？本题从提

供的史料内容（略）和裕仁天皇政府对法西斯侵

略战争结局及成因的认知入手，融合了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和唯物史观等方面的素养，并隐性

渗透着历史与现实的嫁接。就所提供的史料信

息来看，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前，日本国内某些

政治力量甚至天皇本人都表现出了投降的倾

向，这既摄于盟军的进攻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

也更惧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有力牵制，由

此看来，日本是败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

性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力量，而原子弹只

是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灭亡的进程。当今日

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地挑衅中国，图谋称霸，也

是有历史根源的，这与《终战诏书》的内容有关。

诏书中没有“投降”的字样，而是用“终战”一词

和“减少战争伤亡，避免种族灭绝”冠冕堂皇地

喻示战争结束，不仅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

丝毫反省和悔过之意，反而成为了日本洗刷战

争罪责、规避战败、护皇应变、图谋军国再起的

开脱之辞。在这一分析的过程中，也隐含渗透着

要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客观公正评价

历史结论的意识和素养。并非史实不重要，而是

运用史实去理解和阐释历史观点，探究历史真

相，提升历史认识层次。

这里的“层级性”特指各核心素养的不同水

平层级，就是依据学情基础及相应的评价要求，

对各核心素养目标做出的层次性和差异性要求。
教学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学情，就要设定不

同的教学目标。为此，“新课标”中不仅对各核心

素养的“内涵”进行了层次分解，也对评价标准

二、教学目标设定还应关注

核心素养的“层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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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质量水平）进行了“水平划分”，将每一核

心素养均划分为依次递进的四个水平层次，以

满足于不同的评价要求。纵观这四个水平层次，

基本上都遵循着“知道与辨识”“理解与认识”
“探究与建构”“认识与感悟”这样的递进式目

标，这四个不同层次的素养目标，分别对应着不

同的学情诉求和不同的考核评价要求。“新课

标”又在《学科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中，再次详

细地将这五方面核心素养罗列、统分为四个水

平层次，并相应地明确了“高中毕业要求（必修

内容）”应达到“水平 1~2”和“高考要求（选修内

容）”应达到“水平 3~4”的不同考核评价指标。将

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做出水平层级划分，这是

“新课标”的另一创建。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就要找寻学情

特点、考核评价要求（考试要求）与核心素养水

平层级之间的“交叉点”（“契合点”），并据此设

定相应的教学目标，提出相应水平层次的素养

要求，这是一种“层次性”。同时，也要立足学情

基础、考核评价要求的提升，及时跟进教学目标

的水平层级，这是另一种“层次性”。这两种“层

次性”之间是递进式关系。比如，对于一般的高

一学生而言，因为尚不能确定是否将历史学科

作为高考学科，所以，教学的素养目标就要定位

于“水平 1~2”，而到了高三，面对高考的要求，就

要将素养目标提升到“水平 3~4”的要求，这就是

一种层级递进和提高。面对同一知识点或史料，

对于高一和高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其教学素养

目标的定位是有层级水平差异的，教学过程中，

就要明确这种差异，及时跟进和抬升素养目标，

做出递进性的安排和设计，而不能“炒冷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差异性”与前

述的“融合性”并行不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

度。前者是从核心素养的水平层级与不同学情

之间的对应和匹配这个角度来说的，不同的学

情和考试要求就要对应着不同水平层级的五个

核心素养目标，后者则是从遴选、对应出来的五

个核心素养进行融合这个角度来说的；前者是

“针对性”要求，后者是“整合性”要求。

例如，在学习《古代雅典民主政治》这一课

的“古希腊地理环境”这个内容时，对于高一年

级学生而言，与之相对应的素养目标是“水平

1~2”，即“将雅典定位在特定的空间环境框架

下，理解地缘因素对雅典形成民主政治制度的

重要影响”。然后提供相应的史料：

希腊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山岭纵横，

它普遍的特质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

各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这种

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海上贸易和交通的发达，

同时人员的频繁流动，瓦解着古希腊的血缘亲

族组织，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为商品经济。商

品经济和海外贸易也改变了社会政治力量，城

邦的出现有了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域狭小使公

民能广泛直接地参与政治生活……在进入阶级

社会时，政权、财权、神权分立，又联合起来共同

推翻“一元化”的族权，地缘战胜血缘，形成以

“个体导向”为倾向的文化渊源。

提出这样的“问题”：“据上述材料，分析雅

典民主政治制度的成因，并结合所学知识进一

步阐释地缘因素对两种不同文明 （海洋文明和

农耕文明）的特定影响。”从材料信息可知，雅典

民主制是由于独特的海洋环境带来了海上贸易

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再加之小国寡民、城邦制

度、薄弱的政治结构和宗族血缘力量、突出的个

体独立倾向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中，希腊

浩瀚的海域和优越的航海条件不仅促进了海上

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发达，也激发起人们无限自

由的思想，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

接受了平等互利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因素一起，

成就了典型的海洋文明。而对于内陆国家而言，

大江大河冲击下形成的连片平原和肥沃土地，

不仅制约了海外贸易的广泛拓展，还催生着人

们发展农耕经济和依恋故土、安土重迁的内敛

观念，逐渐形成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典型的农耕

文明。通过这样的分析，使学生能够认识到中国

与希腊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与各自不

同的地理环境有着一定关系的，进而养成一种

习惯和意识：在分析历史现象时，要注意地缘因

素的影响。

而对于高三年级学生而言，与之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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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目标是“水平 3~4”，就要在上述素养“水平

1~2”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可以设定这样的素养

目标“通过辨识不同的地理环境学说模式，形成

正确的历史地理观。”提供两种典型的地理环境

模式模式：

孟德斯鸠认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

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这些国家往往是‘数

人统治的政体’；而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

柔弱、怠惰、贪生怕死，这些国家常常是‘单人统

治的政体’”。

黑格尔视地理环境为“历史的地理基础”，

他认为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

显示出了好客和劫掠两个极端；生活在平原区

域的民族从事的是农业，这样的民族依赖性强；

生活在海岸区域的居民则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这样的民族既有权谋又具机警。

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认识上述两种地

理环境学说的不同？”
显而易见，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学说”陷

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认为地理环境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以自然过程的作

用来解释人的性格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并

将政治体制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

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地理观。尽管黑格尔

的学说也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没有导致

科学的结论，但已与孟德斯鸠有很大不同，他注

意到了因不同的地理环境，人们从事着不同的

物质生产活动，并意识到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与

人们政治生活、法律制度以及气质性格之间的

关系，其中不乏含有历史唯物主义因素。

在上述设计中，高一年级的核心素养目标

侧重于“新课标”《学业质量水平》中的“水平

1~2”：“能够知道认识史事要考虑到历史地理的

状况”，“能够将某一史事定位在特定的时间和

空间框架下，理解空间和环境因素对理解和认

识历史的重要意义”。而高三年级的核心素养目

标则侧重于“水平 3~4”：“（能够立足于特定的时

空因素） 理解历史上的变化与延续、统一与多

样”，“分析、综合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

的论述”。可见，高一与高三年级的核心素养目

标之间存在着递进式的关系。

仅就史料实证素养而言，对于同一史料，针

对着不同的施教对象，也要设定不同层级的素

养目标。如，在学习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等侵华

罪行的时候，常用如下史料：《田中奏折》《国策

基准》，日军残杀中国平民的照片、日军参战官

兵的《作战日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拉贝日记》及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运用

这些史料时，对高一学生提出的“问题”是“在证

实日军侵华罪行时，你将如何使用上述史料？此

外，你还能提供哪些有力的证据？”该问题对应

的素养目标是“水平 1~2”，培养学生区分史料类

型、提取史料信息、明了史料在论证历史事实中

的基础作用、尝试从多角度获取史料等素养。同

样是运用这些史料，对高三学生提出的“问题”

是“对于这场侵华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确

保东方和平，为世界人类的安宁和福利作出贡

献的战争’（《国策基准》），日本右翼势力田中正

明在其著《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中，也否认南京

大屠杀的存在。对此，你是怎么看的？”该“问题”

对应的素养目标是“水平 3~4”，要求学生在辨别

史料和观点作者意图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探

究，进而构建起自己对所探究问题的认识，形成

正确的历史观。这两个“问题”，都是基于史料实

证基础上的历史解释，其中也渗透着唯物史观

的引领，但在素养目标方面却有着层次性的区

别。在预设教学目标的过程中，就要正视这种差

异性和层次性。

同时，上述的设计中，也都兼顾到了唯物史

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

之间的有机融合。

【作者简介】王生，正高级教师，江苏省历史特级

教师，江苏省镇江一中教师，江苏省人民教

育家培养对象，主要研究课堂教学及高考

命题。

【责任编辑：李婷轩】

教 学 研 究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