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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中高效课堂的构建路径探究

一、影响初中历史高效课堂构建的因素

为有效实现高效课堂的构建，教师需要深刻把握当

前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调

整。第一，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有的教师在开展初

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注重知识的讲授，关注学生个性化

发展需求不够，未能深刻认识到学科发展的趋势。另外，

个别教师在教学中采用单一的教学手段，在枯燥的课堂

氛围下，有的学生逐渐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教师处于

主导地位，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意识不足，存在比较依

赖教师讲授、缺乏自主独立思考意识等问题，使得其综

合能力的发展受限。第三，在课程结束后，有的教师并

未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作出科学的评价，有的教师将评

价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这些评价方式难以帮助

学生完善自我，与新课程评价理念不符。教学观念比较

传统、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教学评

价方式不够科学等是影响初中历史高效课堂构建的重要

因素。为推动新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教师需要基于学

生的思维能力及学科特色进行教学设计优化，以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为主，发挥学科育人价值，保障学生在轻松

和谐的氛围下学习知识，为后续参与高中历史学习奠定

基础。

二、新课程背景下初中历史高效课堂的构建策略

区别于传统课堂形式，在高效课堂中，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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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改革对初中历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构建高效课堂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有助于新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目前，

有的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存在内驱力不足、比较依赖教师讲授等现象，阻碍其综合能力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对影响初中

历史高效课堂构建的因素进行解读，探讨如何通过创设优质情境、设计思考问题、拓展学习资源、增设学习活动、完善总结反馈

等方式构建高效课堂，旨在帮助学生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下积极参与历史学习活动，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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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史学是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叙述和阐释人类历史进程的学科，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传统教学方式已不能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单一的课堂组织形式、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新课程所倡导的素质教育不符，不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

为构建高效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师应及时转变自身教育理念，关注课程性质，以发展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为目

的进行整体规划，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落实教学评一体化发展，从而凸显学科育人价值，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积极性、主动性更高，教学质量也会有明显的提升。构

建高效课堂已经成为推动新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如何

凸显学科育人价值成为广大教师所关心的焦点问题。

１. 创设优质情境，激活学生的内驱力

为提高教学质量，构建高效课堂，首先需要培养学

生参与初中历史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结合

初中生的思维能力及兴趣爱好，教师可以采用情境创设

的方式，利用趣味视频或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进

行课堂教学导入，由直观的画面引发学生对内容的思考，

从而顺利引入教学内容，为后续教学活动的开展做好铺

垫。以教学统编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第８课“金与南

宋的对峙”为例，在课程导入部分，为激活学生思维，

教师可以借助影片《满江红》中全军复诵诗歌《满江红》

的片段进行导入，并提出问题：影片中的古诗《满江红》

是谁创作的？你知道创作者的其他古诗吗？热血澎湃、

荡气回肠的视频内容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部分对影

片有所了解的学生回答“岳飞”这一人物。根据学生的

回答，教师可以由此诗的创作背景出发，带领学生走进

那段历史。首先，教师向学生介绍了女真族的崛起，使

学生了解金太祖模仿中原王朝制度，改革女真部落军政

体制，从而使得女真族的实力逐渐壮大。按照时间线，

教师引出“靖康之变”事件，以及 1125 年金灭辽、1127

年金灭北宋等线索，引导学生从主观及客观两个角度剖

析北宋灭亡的实际原因。在北宋灭亡后，南宋定都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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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岳飞率领的军队大举南下，迫使金军后撤，守卫了

南宋的和平。其次，教师可以向学生分享宋金议和的相

关资料，鼓励学生基于所学知识分析宋金议和的现实影

响，并思考：为什么金军能够轻而易举地灭掉北宋但未

能灭掉南宋？借此，帮助学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正确、

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并对其作出解释。最后，教师可以

利用课前情境内容再次带领学生朗读《满江红》，帮助

学生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诗句中

感悟南宋名将岳飞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采用情境创

设的方式构建高效课堂，使学生在情境的感染下激发对

知识内容学习的渴望，为后续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２. 设计思考问题，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思考问题是学生思维发展的动力，在传统教学中，

有的教师为达成既定教学任务，忽略对学生问题解决能

力的培养，导致学生难以顺利地实现知识的迁移与运用。

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需要及时转变自身教育理念，关

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教学内容

进行教学设计，保障学生在高效课堂中通过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习得知识，促进思维能力的提升。以教学统编

版初中历史九年级上册第１４课“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为例，结合本课教学重点，在导入部分，教师可以

带领学生回顾欧洲封君封臣制度及庄园制度，并向学生

提出“制度的转变表现在哪些方面？对欧洲的后续发展

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两个问题，借此引发学生的深度

思考。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及教材中对新的生产和经营方

式的介绍回答“土地关系的变化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

了农业和工业生产组织逐渐资本化”。基于学生的反馈，

教师从中世纪欧洲社会整体面貌发生改变这一角度出

发，介绍中世纪的印刷工厂相关史事，帮助学生进一步

了解“由商人直接支配”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社会所造成

的影响。基于故事中的线索，教师可以再次提出问题“中

世纪晚期的手工业出现了哪些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谈一

谈手工工场出现的背景和发展中的变化。”在问题的驱

使下，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并讨论，分享各自对手工工场

的理解。而后，为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以思维导图的方式总结租地农场及手工工场的不同

特点，以及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的资料信息，并思考“新

的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出现与新阶级的产生有哪些联系？

新的生产与经营方式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

问题的驱使下，帮助学生回顾所学知识并进行总结，使

其意识到市民阶层的产生使得世俗生活观念逐渐形成，

并引出下节课所学的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相关线索。通

过思考问题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在构建高效历史课堂

中逐渐提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问题的引导下构

建历史知识体系，提高历史学习能力。

３. 拓展学习资源，丰富学生文化视野

新课程背景下要求教师不仅是担任知识的传播者，

更要扮演好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导者，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提高个人文化修养。在高效课堂的构建

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及课程知识内容，

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拓展丰富的学习资源，使学生在了解

课内知识的基础上，能对历史事件的背景、历史人物的

生平事迹等产生更为全面的认识，逐渐帮助学生形成对

历史的辩证、客观分析能力，促使其不断探索历史真相，

通过深入学习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见解。以教

学统编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第５课“安史之乱与唐朝

衰亡”为例，在课程开始前，教师首先为学生播放西安

华清宫的《长恨歌》表演视频，以真实的影像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并由剧中人物唐玄宗及杨贵妃出发，引入安

史之乱部分内容。为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安史之乱产生

的背景，教师可以通过资源拓展的方式提供《长恨歌》《过

华清宫绝句三首》等相关古诗，为学生介绍唐玄宗与杨

贵妃的爱情故事，因唐玄宗统治后期过度宠幸杨贵妃，

重用宦官高力士、提拔杨贵妃堂兄杨国忠为宰相等事件

导致朝政黑暗腐败。其次，在教师的讲解下，学生意识

到因唐玄宗的昏庸导致社会矛盾的日渐尖锐，戍边将领

安禄山身兼多职，由于其权力的扩张等引发安史之乱。

通过拓展资料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化对安史

之乱背景的理解。再次，借助这一契机，教师指导学生

自主阅读教材中的内容，总结安史之乱对经济社会造成

的影响，并结合教材中的材料研读部分内容，分析安史

之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最后，按照时间线索，教师引

入黄巢起义的相关学习资源，为后续讲解唐朝灭亡的知

识内容做好铺垫。在构建高效初中历史课堂中，通过学

习资源拓展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获得对历史

事件的了解，帮助学生在不断拓展文化视野的同时，感

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逐渐提升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４. 增设学习活动，强化学生创新能力

初中历史课程的知识内容较为复杂，需要学生记忆

的内容较多，在课堂中学生难免会产生懈怠心理。为使

课堂教学保持高效，教师可以基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及教

学内容设计相关的趣味学习活动，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舞台剧、小品等形式表演，在帮

助学生深入理解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发展其合作能力与

创新能力，实现预期教育目标。以教学统编版初中历史

八年级上册第２７课“考察近代历史遗迹”为例，本次

活动课目标为帮助学生了解近代中国相关的建筑、历史

纪念馆等遗迹，使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感受近代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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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应以构建高效初中历史课堂

为目的，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及学习能力的培养，解决

传统历史课堂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学生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在高效课堂中通过创设优质情境、设计思考

问题、拓展学习资源、增设学习活动、完善总结反馈等

方式，帮助学生感受历史学习的魅力，立足学生核心素

养发展，充分发挥历史课程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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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师可以将其与“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

事业的发展”这一单元相融合，并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

划分合作小组，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积极参与。在活

动中，教师首先向学生展示自己利用课前时间所搜集的

资料，介绍本地区所留存的历史遗迹，由此激发学生对

遗迹探索的热情。其次，教师介绍活动开展的具体步骤，

小组成员需要与当地文物部门或是校史博物馆等取得联

系，全面了解本地近代文物的保存情况及博物馆的建造、

发展历史。最后，各组成员需要明确分工，在参观的过

程中拍摄图像资料，并记录相关人员的讲解内容，然后

由小组成员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撰写参观报告，

呈现本组成员在走访、调查过程中所了解到的建筑、文

物等相关信息，并在班级中进行交流与分享。在整个活

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帮助与指导，为各组成

员提供相关资料，并监督学生的活动流程，从而保障小

组合作的顺利进行。在良好的交互氛围中，各组成员都

能够通过活动实践获得知识并积累经验，进一步树立责

任意识与产生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构建高效初中历

史课堂中，通过学习活动的有效设计，可以在激发学生

参与意识的同时，帮助其形成自主搜集资料、整理资料

的能力，有助于其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使学生在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综合能力的提升。

５. 完善总结反馈，落实教学评一体化

评价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与学的发展

起到双向的促进作用。以教学统编版初中历史九年级下

册第１１课“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例，本课教学主

要介绍苏联的建立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历程。在

结束教学任务后，教师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作出评价，

并在鼓励学生积极学习行为的同时，提出部分学生对苏

联模式的理解不够深入、部分学生在参与小组合作过程

中合作意识不足等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及时认识到自身

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善。为保障评价的科学，落实教学

评一体化，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评价，以学后反思的方

式回顾学习过程，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并提出对教师

教学的意见及个人需求。在这一环节中，有的学生指出：

自己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到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对

苏联的工业化及农业化产生了一定的了解，在后续学习

中希望教师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也有的学生

提出自己对本课学习内容的疑惑：苏联当时实行的社会

主义制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区别，是否所有

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所实行的制度都相同？基于学生在评

价环节中提出的问题，教师可以进行整理并利用课后时

间解答学生的疑问。在良好的交互氛围中，教师能通过

有效评价及时了解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并就学

生所提出的意见对教学方法、内容等进行动态调整，保

障学生能够逐渐提高课堂参与意识，发展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