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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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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以及历史课程改革的时代要求，在初中历史课中应用戏剧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改变传统历史教

学的弊端，而且可以实现教学方法的转变，构建一种适应新时代的新型良好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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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步入攻坚区，历史课堂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

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历史教育要不忘初心，坚持立德树人。

为达到新时代的新目标，迸发历史课堂的活力，积极发挥每位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越发成为每位教育者关心的事，追根溯源是要求转变

历史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将戏剧教学法贯穿初中历

史课堂不仅可以一扫历史课堂的沉闷刻板，更加可以使素质教育下

的核心素养教育得到实现。 

一、戏剧教学法在历史课堂导入环节的使用 
历史课堂的新课导入就是历史教师在上课开始时引导学生从

课间的非学习状态逐渐进入到上课铃声响后的学习状态的一种教

学行为方式。[1]导入新课是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教

学环节[2]更是最能把学生注意力从课间打闹中拉回课堂的重要起

点。 

我国著名教育家于漪老师曾针对新课导入有过精辟的总结：

“一个想要激起学习兴趣的课堂，首先便要抓住导入课堂环节。一

开课就把学生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牢牢地吸引住。”[3]曾有人提出在历

史课堂刚刚开始就出一两个谜语，调动学生想要解出谜底的欲望，

抓住恰当的课堂时机积极有效地引导学生思考。像这样的历史课的

导入环节可以锻炼当堂课的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以兴趣为引进行

积极引导式的教学。 

其实这样积极的设疑引导式的导入方法同样能够以戏剧教学

法的方式在历史课堂进行呈现如：历史教师在八年级上册第六课

《洋务运动》时便可以找六位同学在讲台上扮演戊戌六君子，为了

方便台下同学们理解此举的意义，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好写有“戊

戌六君子”姓名的纸板粘贴在表演的同学的衣服上。这样的会引起

同学们的疑问：他们六个人是不是犯错了；他们的身上为什么贴着

别人的名字？诸如此类的问题会在同学们的脑海中形成，会激起学

生想要寻求答案的心理。这样的导入更加具有直观性，学生看到这

样展现在眼前的导入情景会不自觉的动用多种感官，视觉冲击更加

强，疑问也就愈加浓厚。如此这般，学生的注意力被吸引，学习历

史的兴趣被激发。 

除了增强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和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使

得学生牢记课堂相关的历史知识。中学生总是认为历史知识点细碎

零散，十分难记忆，运用戏剧教学法后，学生们在看到扮演历史人

物的同学后就会不自觉地回忆起相关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 

二、戏剧教学法在历史课堂新课讲授环节的实施 
当下整个社会愈发看重团队协作能力，在中学生品行养成的重

要阶段，我们更应将团队协作创新能力的践行到每一堂历史课中。

如在讲授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中《内战爆发》一课时，为达

到教学目标中的具体要求便可以采用戏剧教学法的方法进行教学。 

在学生对“重庆谈判”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了较为深入的

了解和认识后，请同学们以历史小组进行讨论，思考：毛泽东应不

应该前往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小组发言完毕后，教师使用多

媒体展示出重庆谈判的历史照片，并将各组此前的小组八位推荐人

请到台前，由一位同学进行旁白讲述，其余七位同学分别扮演共产

党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林等历史人物。几位

同学在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后，仔细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特征进行表演。首先由旁白讲述中国在经历了 14 年抗日战争取得

伟大胜利后的社会经济形势，以此引出重庆谈判。七位同学代表国

共双方的谈判者依次走上讲台，分为国、共两列对立而站，双方开

始进行对话，表立场、说主张，最后重现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

谈纪要》的历史场景。在同学们表演结束后请扮演毛泽东的同学留

下，询问他前往重庆的原因，请扮演者发表自己的看法。 

借这样一个由各个小组成员参演的小剧目，不仅可以使每位扮

演者明白重庆谈判是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策略这一真实

目的，更可以培养班级内每位同学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的出结论能

力。借由扮演毛泽东的同学之口，可以让每位听众更为直观、感性

的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 

三、结语 
戏剧本身便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教学法自

然也是一种包含多种元素的一个集合，它相较其他的教学方法而言

更具综合性和艺术性。戏剧教学法贯穿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所呈现

出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讲授法之类的传统教学手法下的课堂效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戏剧教学法所带来的作用和功效可以完全发

挥，一味套用他人的教学模式或是死板拘泥地开展戏剧教学法下的

初中历史课堂是无法促使历史课堂得到彻底地转变，既是新方法便

应该找寻新出路，将核心素养教育真正贯穿其中。 

无论何种教学方法在应用的时候，如果脱离教学的实际情况，

生搬硬套其他教师教学模式与方法，不仅会使课堂僵化，而且会影

响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因此，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戏剧教

学法时必须要做到因人而异，教师应当按照自己的能力来选择教

学。 

着力于提升初中历史课堂的质量，使戏剧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

堂的应用中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促进每一个

学生的发展，是让每一位身处中学历史教师岗位的教育者所面临的

难题。经过此次的调查实践，使我意识到一个新方法的应用并非初

期预设那般完美，在现实的实践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停在创新的门前。借前者智慧结晶结合自身的

教育反思，提出想法，不断打磨完善，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本着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起学生”的理念，会使得教学效果向着初

期预设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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