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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创新教学
曹喜旺

（任丘市第八中学，河北 任丘 062550）

摘要：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质量，成为当下每一位历史教师的重要研究内容。结合现阶段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历史教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并探索创新教学模式的策略，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内容的积极性。基于此，本文就

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创新改革进行了研究，文章通过研究创新教学方式对初中历史学科的积极影响入手，总结了现阶段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之后提出几点创新的教学策略，旨在与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共同探讨有效开展创新教学的策略。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创新；实施策略

DOI：10.12373/xdhjy.2022.04.4668

现阶段的教学活动，对初中历史教师提出了新的高要求，需

要历史教师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多角度地研究，以此突破现阶段

初中历史教学活动中的限制。现阶段，尽管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

创新活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实际教学中依然存在一定的

问题，制约初中历史教师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对此，初中历史

教师需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结合历史教学中

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有效进行创新的策略。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创新教学的促进作用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初中阶段的历史教学活动也需要

进一步实现创新，需要历史教师深刻意识到创新教学对提升教学

质量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样，有利于历史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在

运用教学方式时，能够充分发挥其对教学活动起到的积极作用，

推动历史学科实现教学改革。接下来，笔者就其产生的主要促进

作用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利于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初中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历史教师在进行创新教学活动时，通常会对教学方式进行创新，

能够为学生呈现不一样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在这样的学习氛

围下，学生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历史课堂氛围，不再停留于传

统模式下的低效率学习活动，而是借助教师的启发，实现多样

化的学习活动。同时，在不同的学习模式下，初中历史教师能

够将知识以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模式呈现出来，减轻学生学习历

史的压力，使他们更轻松地学习历史知识，进而激发他们学习

历史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历史教师通过创新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更轻

松地学习历史内容，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有利

于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历史知识。同时，在这样的模式下，初中生

能够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进而对其产生兴趣，在兴趣的推动下

实现自主学习和深入探究的目的。

总之，通过创新教学，历史教师能够更好地将历史知识呈现

给学生，比如借助互联网资源重现历史事件、借助小组讨论梳理

历史大事件、借助微课技术提升历史预习效果等，引导学生逐步

实现自主学习和探究历史内容的目的。

二、现阶段历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较为传统，不利于教学创新

初中阶段是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最后一个学段，需要学生通

过提升学科成绩进入高中。这样，初中阶段的教学活动就具备了

一定的特殊性，家长以及学校都比较重视学生的成绩，需要教师

注重提升学生的学科成绩。在这样的模式下，初中历史学科的教

学活动便逐渐呈现固定模式，重点逐渐向考试成绩倾斜，导致学

生难以理解历史学科的深意，只能借助背诵和记忆回答历史问题。

此外，注重历史并不是主要的中考科目，所占的分数并不多。因此，

学生的历史成绩高低，对其个人总成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进而

将历史放置在可有可无的位置，教学情况如何并没有受到应有的

重视。

（二）教学流于形式，脱离实际生活

历史所讲述的内容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之所以将其作为一门

学科，组织初中生进行学习，就在于其具备一定的教育性，能够

为现阶段的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但是，在阶段的历史学科教学

活动，并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这一特点，反而将教学活动停留于

理论层面，甚至部分教师只注重帮助学生掌握考试重点内容，忽

略引导学生对历史内容进行思考，久而久之降低其学习历史的热

情。总之，在单纯的应试教育理念下，初中历史的教学活动只能

停留于理论层面，难以引导学生了解学习历史学科的本质。比如，

部分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借助历史事件评论当时的情

况，并没有结合当下我国的发展情况，引导学生“以史为鉴”，

引导他们担当起当下的社会责任，从而影响他们审视当下的社会

问题。

（三）教学模式单一，难以进一步提升效果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初中历史教学活动注重呈现固定化状

态，课堂教学主要氛围三个板块：回顾上节内容、学习新的知识、

课堂总结，而课下的巩固内容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借助习题练习。

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学习历史的思维会逐渐疲倦，不利于活跃

他们学习历史的学科思维。此外，在单一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提

升的成绩也知识短暂、表层的，难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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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来讲，这样单一的教学模式，降低了历史学科的教育性，也难

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影响教师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创新教学的具体策略

（一）创设模拟环节，激发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历史教师通常组织学生背诵历史事件。

但是，这些内容在学生的脑海中知识文字而已，难以形成画面，

不利于其进行深刻记忆。对此，初中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创新模拟

环节，鼓励学生进行对其中描写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场景再现。在

这样的模式下，初中历史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历史内容，

同时也丰富他们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学生对初中历史内容产生深

刻的印象。

以“盛唐气象”这部分内容为例，教材通过经济、对外交往、

社会风俗以及文学艺术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在教材介绍这部分

内容时，以当时的社会情况为背景进行了总结。在学习这部分内

容时，历史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其中的场景进行模拟，再现当时

的生产工具、商业活动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历史教师可以将

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在课上展示自己的完成情况。比如在笔者的

教学活动中，有一个四人小组，一人负责脱稿讲解盛唐气象，其

余人进行模拟，这样画面也有培养，给其他学生带来了画面感。

同时，小组学生在准备这些内容时，也对其进行了充分整理和了解，

充分掌握其中的内容，才能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初中

历史教师可以借助创设模拟环节，带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实现

创新历史课堂的目的。

（二）借助互联网技术，落实创新教学

结合初中生的心理情况，历史教师需要保持课堂教学方式的

新颖性，以此保证课堂教学质量。为此，历史教师可以借助互联

网技术下的多媒体教学，为学生呈现立体化的历史内容。通常情

况下，初中历史教师都是借助多媒体展示教案的 PPT，之后有部

分教师开始展示一些历史资料。在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

多地运用到教学活动中，教学设备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和提升。因此，

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设备丰富历史知识的呈现方式。

以“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这部分内容为例，“香港和澳门

的回归”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时，这一事件也会逐渐成为初中

生出生之前的事情，为了强化学生对这部分内容印象，可以将相

关的影像，引入课堂教学，借助信息化教学设备，组织学生进行

观看。借助真实的影像资料，通过历史教师的讲解，初中生能够

充分体会到其中的教育意义，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

族自信心，充分体现历史学科在教学中的教育性。因此，初中历

史教师可以借助先进的教学设备，创新历史学科的教学模式，帮

助初中生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通过立体呈现历史内容，有利于

强化学生的代入感，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三）开展合作探究，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在对历史学科进行创新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结合初中生

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历史知识的形式，为学生制定有效地教与学

方案。对此，为了进一步帮助学生梳理历史知识，历史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进入小组，在小组中讨论历史内容。在这样的模式下，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时，能够通过彼此的交流建立完整的历史

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站在

正确的角度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论，逐渐培养学生联系实际学

习历史内容的能力。

比如，在学习“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部分

内容时，涉及一些社会变动的问题，需要学生充分了解人们当时

的生活状态。对此，初中历史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形成学习小组共

同探讨，在谈论过程中，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当时的社会环境，

还能够使他们深入讨论人们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以及社会体系

的落后性等内容。在这样的模式下，初中生的历史思维能够得到

充分地发散，进而站在历史的角度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并通过讨论环节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总之，借助小组讨论，

初中历史教师能够让学生看到历史学科的应用性，有利于他们反

思当代的社会情况。

（四）传授学习方法，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加注重传授历史知识，进

而忽略了教育的综合性。随着，我国教学事业的改革，越来越多

的教师开始注重引导，从引导学生如何学习开始，不仅将知识传

授出去，还传授获取知识的方式。为此，在创新历史教学方式的

背景下，初中历史教师可以将传授学习方法作为教学内容之一，

逐渐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如，历史教师可以将

思维导图运用到教学活动中，在结束一节内容的授课之后，历史

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构建知识体系，以多样化的思维导图形式梳

理历史事件。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自己会逐渐掌握这一学习方法，

并应用到其他内容的梳理中，有利于他们在复习阶段理清历史事

件发生的时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活动，需要保持创新性，以

此激发初中生学习历史内容积极性。同时，历史教师自身需要及

时转变教学观念，对学生今后的学习活动负责，使他们感受到学

习历史内容的趣味性，以此逐渐培养他们自主学习历史内容的意

识。总之，历史教师需要注重对教学活动进行创新，以此提升历

史课堂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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