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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思路 
李守军 

山东省临沭县第五初级中学 

摘要：随着科技进步和众多科技成果不断转化应用到实际教学中，智能终端不断应用，带来了课堂教学翻天覆地的变化，微课作为一种教学模式

和教学手段，有着循环使用、重复使用、远程应用等优点，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微课没能被广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来。

本文就微课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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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微课尚未普遍应用于初中历史教学的原因 

（一）新兴事物的出现在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前必须要经过一

个被人检验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微课”这一新词出现仅仅几年，

先不谈被大众所接受，就连历史老师都不一定听说过这一新兴词

汇，对它的了解简直是空空如也。因此，微课进入大众视野需要

一定的契机和一个缓冲的过程，才能慢慢地被从教人员所接受并

应用于初中历史教学中去。 

（二）微课单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课时简短，考虑到课时长度

的原因微课很少被历史教师们应用于教学工作，无法满足学校规

定的正常课时要求。而初中历史内容又长篇大幅，可精简比例少

之又少，用太短的时间去讲解传统课时情况下的教学内容，就要

求极度的精益求精。对于历史教师来说未免挑战性太强，教师往

往会选择保守性教学，并不会尝试冒险。 

（三）有科学研究显示在一节 45 分钟的课堂上，优秀学生

集中时间可达到一堂课的 80％，一个优秀的学生尚且如此，中等

生、差生更是不言而喻。换种方式也就是说在 45 分钟的时间里，

学生集中注意的只有 36 分钟，损耗时间为 8 分钟。而一节微课

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没有老师可以保证在这短短的时

间内可以让学生的注意力达到高度集中、损耗率低，所以微课尚

未被普遍运用在初中历史教学之中。 

二、将微课运用于初中历史教学的相关策略 

（一）改变教师认知，体会微课魅力 

要想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建设微课，首先我们要清楚的认知到

教师是个关键人物。历史教师是授课人，而是否设立微课的权利

在授课人的手中，只有历史老师切身感受到了微课的魅力、了解

了微课的意义，把微课运用于历史教学才会从无变得有可能。但

由于固有思想的影响，教师对于微课的认知很不清晰，微课可能

无法解决章节知识点讲解的完成度，但是微课在重点难点方面的

突破力度很强。传统教学无法解决的重难点，可能采取微课就会

迎刃而解。受微课时长的限制，当然无法当作主要课程进行，所

以它的针对点就是重难点突破。 

这时，学校可以对历史教师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就是微课，

在培训中让他们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微课已是大势所趋、是

历史课程改革的必然结果，在突破重难点上传统课程无法立即解

决的，放在微课上一个视频、一个故事就可以通俗易懂的被学生

接受。 

（二）借助微课力量，吸引学生目光 

初中历史的知识点众多，也比较琐碎，传统教学方式使学生

听起来枯燥乏味，久而久之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就变得很低，没有

学习兴趣学习。而老师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点有很多，重点处处

都在，学生稍有松懈就可能丢失重点。这就要求教师结合每节课

的内容设计出相关的故事链接、视频链接或者电影推荐，与教材

充分串联，采取欣赏电影的形式进行历史教学，为教学注入活力。

这样一来，课堂形式变得新颖多变、丰富多彩，每堂课都有不一

样的魅力，学生的学习激情在每堂课都可以被点燃到最高点，长

时间在课堂上的高度集中，潜移默化下学生就学到了知识。 

比如，在进行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一系列教学时，可以在电

影中截取具有疑问性的片段，既吸引了学生在课堂上面的注意

力、提高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也为课后学生自主学习埋下了伏

笔，所谓一举两得。 

（三）微课情景再现，学生情感涌现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行，对于教师来说任务早已不仅仅是传授

知识这么简单了，还需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成为学生的

指路人。对于历史这门学科而言，还有独特的任务，就是让学生

了解中国历史，形成深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微课正是一个可

行的途径，为学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提供一个开放通道。 

情景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教师可以根据每节课侧重点制定

优质的微课和剧本，让学生们进行情景再现。例如“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这一名场面，学生们通过情景再现，对于当时的历史

背景更加切身感受，爱国之情油然而生，起到了历史教学的真正

目的：文化和情感两不忘。 

（四）结合学科特点，打造精品课堂 

受学生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学生的历史水平参差不

齐，对历史的了解充分度也有待提高。有的家庭可能在观看历史

有关电视剧时，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一些历史知识。以至于

在初中接触历史这门学科时相对难度较小，学习积极性便相对高

涨，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如此的成长环境。历史不像语文，大家

都生活在汉语的大环境中，即便是有差距，差距也是微乎其微、

并不明显，这也是历史的一项学科特点。针对如此的学生条件，

对于教师来说制定微课内容时既不能过于简单使得程度好的学

生不重视，也不能难度过高使得程度不高的学生灰心丧气，要把

握好之间的度。 

老师明显不可能了解每个学生心中的学习难易程度，最便捷

和精准的办法就是调查。每人一张问卷，问卷内容是对于每个知

识点的不同认识，包含“简单”、“中等”、“困难”、“有趣”、“无

趣”、“还行”六个项。学生选择“困难”多的一项便是教学重点，

需要多次巩固，而关于感觉的三个选项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

习敏感方向。通过调查，教师对于知识点的定位更加准确，助攻

历史教师打造精品微课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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