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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新课改条件下高中历史教学方法的创新 
◆屈丹丹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洛川县中学  陕西延安  727400） 

 
摘要：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更加注重教学的创新性、有效性。历史作为

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助于提高高中生认知能力，树立其良好的

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促进其以理性视角回顾过往、展望未来。

基于此，本文展开关于创新高中历史教学的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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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创新的必要性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教学应将培养和提

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为目标，教学要始终贯穿发展学生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这一任务[1]。这就需要教师扭转以往教学中照
本宣科的授课方式，立足于高中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构建其历
史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使其能够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培
养其理性认知意识，进而促进高中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但在实际授课中，由于应考压力，很多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
中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的束缚[2]，依然将学生
的历史成绩放在第一位，忽略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及其对学生的未
来发展影响。以学生为本理念，创新教学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学生
的历史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二、新课改条件下高中历史的教学特点 
2.1 合理性与科学性 
新课改的全面实施，强调一切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更好

地教授学生认知历史、了解历史、掌握新知，从而构建其历史知
识体系，首先需要教师能够分析与研究高中历史新教材，逐步明
确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及内容。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有一
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分离，教师只是单纯
地从时间维度上来教授学生历史知识，而忽视了中国历史与世界
历史之间的联系。新课程改革提出要培养能够学贯古今、关联中
外的人才，因而目前的高中历史教材以专题模块的形式来让学生
能够对某一历史事件能够有一个全面而更加深入的了解[3]。让学
生能够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来评价与分析某一历史
事件，并延伸到讨论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从而培养学生综合思维
的能力。 

例如：在人民版“罗斯福新政”的学习中，可与同时期中国
的历史相结合，并延伸到当时中美差距与现代化社会中，促进其
理解为什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时空观
念、史料实证以及历史理解能力。 

2.2 创新性与生动性 
新课程理念中，注重教育的面向全体。初中历史的学习主要

是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高中历史教学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
罗辑思维能力。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会存在教
学内容多、课程安排比较紧的情况，这就要求高中历史教师要逐
步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逐渐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进而引导
学生掌握科学的历史学习方法，并推进因材施教授课。由于学生
的历史知识储备有限，并不具备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因而需要
教师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将高中历
史课堂教学变得丰富生动。 

例如：可结合十九大中习总书记提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教师可以丰富的回顾讲解，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起革
命时，也曾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并认为社会主义“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但是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使其并未能了
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从而促进学生分析和深刻认识十月革
命，使其具有客观的历史解释，形成良好的历史价值观。 

三、新课改条件下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创新的有效策略 
3.1 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 

新课改的大背景下，需要教师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注重在与
学生交流互动中培养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提升其历史人文涵
养。因此，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
体验与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例如：在“‘蒸汽’的力量”学习
中，可联系新航路的开辟与欧洲殖民扩张促进了世界交流日益密
切，在英国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中，让大家思考当时的中国是怎
样的。给予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究学习的空间，尊重并发挥其历史
学习的主体作用，逐渐改变传统的教师单纯地教、学生机械地学
的局面。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探讨、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沟
通，逐步树立学生正确的历史观。让学生掌握正确的历史学习方
法，营造良好和谐的历史课堂教学氛围。 

3.2 提倡多元化教学模式 
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学习兴趣，教师可适时展开情境教

学、合作学习、微课授课等多元化教学。其中，多媒体教学方式
可以让学生对某一历史事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对历史事件有
一个更加直观的体验，这是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赢得更多教学
时间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历史情感体验，启迪了学生分析与
研究历史的智慧。例如：可精选影视作品的片段作为教学素材，
促进学生了解和认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3.3 健全和完善对学生的评价系统 
以往历史教学评价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对学

生历史学习过程的评价，让评价变得单一性、缺乏合理性。基于
此，教师要将学生平时的课堂学习的讨论成效与课外自主学习的
成果纳入到学生评价体系之中，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客观评
价。 

四、结语 
新课改背景下，创新教学方法有助于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将学习到的历史理论知识内化为修养、外
化为行动，进而为其高阶段的发展和学习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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