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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多类史料、证据意识、综合应用三方面进行浅析并举例论证。结合一线教师的教学反

馈及素质教育下史料实证素养四个梯度的具化要求,分析该素养在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仍存在较大

发掘空间,试图探讨四个梯度逐级落实的可能性,旨在强化史料实证素养促进有效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

历史思维能力、使其认识历史规律,发挥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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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历

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指导下,

对三维目标进行整合、以核心素养搭建

框架,构成了独属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

素养。在实际历史教学中五大核心素养

并不是割裂存在,而是相互渗透,但单项

历史核心素养的讨论有利于深化其在教

学中的具体落实。因此本文将探讨历史

教学下史料实证素养在落实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解决措施。 

1 史料实证素养的提出与落实 

“史料”作为承载物,记录了过去的

历史；“实证”作为探究方法,揭开了未

知的历史,同时由于历史学自身所具备

的多维度时空性、一度性、史论一致性

等特点,导致历史教学需要依托在大量

的史料基础上开展,《普通高中历史课程

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中明

确指出：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

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

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课标中就史料实

证核心素养水平划分了四个层级,但在

实际教学中,四个层级的落实仍存在障

碍,具体表现如下。 

1.1史料类型单一 

课标中明确指出：史料是通向历史

认识的桥梁,教学中应学会从多样化渠

道获取史料。但在实际教学中史料多从

教师授课或教辅材料中而来,多样化渠

道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大多数教师基本

采用单一类型的文献史料,多类型史料

在教学中很难得到体现。 

不可否认,文献史料的优势在于方

便获取同时其涵盖的信息较多,有利于

教师在授课中督促学生通过阅读进而可

得出结论。但殊不知,长此以往下去史料

教学易流于表面,为培养学生的搜集、辨

别、选择和使用史料的能力,需要教师开

拓思维、不单拘泥于文献,通过开拓新的

教学方法增强自己的创新教学意识和教

学观。 

1.2证据意识薄弱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记录者自身的立

场不同,导致我们面对现存史料只能窥

见零碎而非全面,在面对众多史料时,辨

别史料真伪与证据意识必不可少。但实

践教学中许多教师要么堆砌大量史料意

图达到“证据”作用、要么“以论代史”

通过选择符合结论的史料,进而达到“证

据”要求,课堂上很少针对史料的真伪进

行辨别,这种教学方式难免有些为了实

证而实证的表面意思在。 

对于学生来说,结合教师所出示的

多则史料就能顺利得出结论,史料的作

用约等于阅读理解。史料教学看似如火

如荼的展开,但实际也不过是新瓶装旧

酒罢了。因此,在新课程改革下的教育者

应转变思维,一方面提升自身的学科素

养,另一方面通过设计合理的教学目标,

真正落实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1.3史料应用不足 

史料的作用不单是在教学中起到辅

助作用,是否能正确应用史料作为自身

论述来源的能力考察也受到关注。课标

中也明确指出,需要从史料中提取有效

信息,学会用史料做作为证据论证自己

的观点。结合近五年来新课标全国II卷

的研究,史料题在主观题和客观题的整

体比例中呈上升趋势,并且更注重试题

的基础性、全面性、开放性、试题的难

度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可见史料题实际

的难度大抵处于中等位置,但学生的反

馈却不尽人意,出现了客观题大多靠蒙、

主观题多是抄材料和默写所学的现象。 

2 历史课堂中落实史料实证素

养的建议 

史料实证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在

教学中必定占据一定地位。在历史教学

中怎样有效落实史料实证素养,使其不

落窠臼,具体有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2.1多种史料,有效教学 

新课改后大多教师还是习惯采用文

献史料和图片史料,使得其他类型的史

料仍处于边缘地带。故而,在教学中教师

不妨另辟蹊径从熟悉的、经典的文学作

品中发掘片段应用到教学中来。例如在

讲到辛亥革命时利用“辫子”为主线,

通过鲁迅的文学作品《孔乙己》中民众

对剪辫子者态度的变化,进而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在讲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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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教师可以通过展

示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进而引导学

生进行思考为什么一场非正义的事情在

当时却无人阻止。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

设置活动课,以“高考”为主线请学生回

家采访家中老人、中年人、少年的学习

经历进而感悟中国社会的变迁。 

2.2多重反转,证据教学 

实际上,史料实证在中学历史教学

中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任务分别是甄别史

料、史料辨伪考证、史论结合。学会运

用史料作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历史陈

述、历史结论或历史评价的正确性则是

十分有必要的,故而“证据意识”要牢记

在心。 

2.2.1学生证据意识的培养 

为培养严谨、切实的证据意识,教

师可以通过出示结论截然不同的史料,

营造出冲突的气氛,进而通过小组讨

论、教师补充的方式引导学生合作探究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在思考—推翻—

再思考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证据意

识。以关于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是否跪

拜叩首为例。 

材料一：中国官员行叩首礼,只有

英国人是单膝下跪(kneeling on one 

knee)。——马戛尔尼。 

材料二：我们按中国的常规行了礼,

跪地九次。——文带(使团代笔)。 

结合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知晓,马戛

尔尼自述中表明自己是单膝下跪而随

行官文带却记载有叩首九次。简单的一

个历史事件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记

载,很可能马戛尔尼作为使团长为了维护

自己的尊严在自序中有所夸大、而文带作

为随行官其记述应是较为准确可信的。可

见,由于记录者所处立场、个人情感等原

因使得过去的历史真实破朔迷离。 

由于历史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人

类无法回到过去、历史又无法重演,我

们只能依据史料来探寻；我们对过去历

史的认识多出于史料,随着人类自身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史料重见天日,在众

多史料中我们更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

力求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扎根于切实

的史料。 

2.2.2教师证据意识的培养 

由于课标要求,许多教师为了在教

学中落实“史料实证”这一素养,往往会

对史料的应用“不假思索”,忽视的史料

的上下关联性,片面地截取教学中需要

的“虚假”史料,这无疑就违背了教师在

备课中涉及到的证据意识。 

以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3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为例,为

了突出秦始皇暴政的形象,教师在授课

中多会采取如下史料,用材料中的“皆杀

之。”来表明秦始皇的凶残,为后期的群

众反动来铺垫前提。 

材料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

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

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

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

后,莫知行之所在。 

但是,很多教师忽略了《史记·秦始

皇本纪》中关于此事件的背景,倘若翻看

原文可以发现,秦始皇想要通过修炼达

到成仙的愿望,而成仙的前提即“避俗

人。”因此,始皇帝特别在意自己的行踪,

不仅来去成迷,还特别规定：泄露皇帝去

处者皆判以死。 

2.3综合训练,应用教学 

史料实证素养能力在教学中是否落

实到位,多是通过试卷中的材料题得以

展现,以2019年的高考文科综合试卷为

例,其中文科综合II卷第28题强调新闻

报道作为史料的价值,通过要求考生辨

别史料真伪,进而考察其在辨别史料作

者意图的基础上,运用史料分析历史问

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却出现了史论分离

的现象,学生无法真正的运用所给史料

综合论述,这是由于很多教师在实际授

课中对于史料的相关应用缺乏明确认知,

导致史料教学草草收尾,无法真正加强

学生的史料解析能力。 

3 结语 

历史教育的价值深刻体现在教学和

教材中,与此同时也和国家不同时期的

不同政策紧密关联。当今我们进入信息

时代,立德树人、适应社会发展成为我们

的新要求,也是历史教学的新使命。史料

教学作为当下教育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高效合理利用史

料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需求。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利用好手中的

史料,多角度多思维的转换应用视角,落

实史料实证指向下对历史教学所提出的

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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