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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思路 
◆王  茜 

（青海省西宁市南川西路中学  810012） 

 
摘要：初中历史的知识已经离现代生活隔着时间长河的距离，学生们面

对历史，还是代入一个旁观的情感去思考，对历史的知识只能做出基础

上的分辨，不能深刻领会历史内涵，更别谈将历史的知识迁移到现代生

活中，形成对学生的精神熏陶了。当前历史的教学逐步借助微课的形式，

构建了多样化的教学空间，促使学生的历史学习过程更加轻松愉悦，极

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历史参与积极性，也让历史课堂变得充满历史韵味。

教师应合理的采取微课形式，运用微课强化学生的历史感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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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微课是素质教育的环境下，衍生的一种新型教学形式，
初中历史沿用微课，让历史的相关知识变得更加丰富，学生对历
史的理解也较为深刻，微课不同于传统的教学形式，能够呈现出
更多精彩的内容，让学生如同身临其境，充分的感受历史不同情
境中的故事脉络，对历史的背景、人物关系等能够有更加充分的
认知，促使学生在历史美妙的情境中，获得视觉的冲击，从而衍
生情感上的角色替换，能够代入历史角色，辅助历史的教材获得
深刻记忆。 

一、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设计步骤 
1.微课的设计 
微课设计中自然的包含图文资料、视频信息，这些内容可以

是网络中搜集、搜索的，也可以是教师剪辑的，所选择的素材应
具有趣味性，同时可凸显出历史的主题，展现出历史重点，设计
的时间应简短，避免延误历史的讨论时间，同时在微课设计上，
还应具有逻辑性，能够梳理历史的经过，让学生的记忆更加系统
性，避免历史知识散乱，而出现学生记忆混杂的情况。 

2.微课的引入 
微课在导入上，应有一定的时间机会，如一开始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在讨论重点问题时利用微课来化解问题，微课导入中教
师也应配合传统板书形式，将视频中的关键词记录下来，引发学
生展开系列的历史问题考量，结合一个图片信息从而产生思维网
格，顺着图片信息获得文字理解。 

3.课堂设计 
教师在微课播放结束后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分析，以小组

形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比如说让学生讨论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
的发展历程，看过视频后的感想。然后组织学生自由发言，并做
必要的总结和评价。然后回归到课本内容上，结合微课对课本内
容做深入的讲解。  

二、案例分析 
《甲午中日战争》教学案例分析。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历史

具有深远影响，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代表意义。 
1.微课设计 
利用网络资源，搜集甲午中日战争的相关图片和影视视频。

可以将视频中关于致远号冲向敌舰的视频节选出来作为微课的
素材，并且配合相应的中国北洋舰队被全歼以及中日签订不平等
条约的照片资源，制作成一个简短的微视频。  

2.课堂设计 
在课堂开始阶段，教师可以直接引入微课，播放微视频。然

后让学生发言，谈论观看后的感触。然后进行中日甲午战争历史
知识的讲解，在讲解过程中，可以结合微视频来讲，反复利用微
课，给学生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课后，让学生写课后感想或者关
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小论文。  

3.案例分析 
《甲午中日战争》的微课设计中，加入战争场景，能够给学

生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加强学生印象，并且在课堂开始就引入
微课，能够有效地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来。然后在讲课
过程中，通过微课的反复引用，一方面加深了学生的理解，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集中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后，布置
课后感想和小论文，使学生复习课堂知识的同时也能拓宽学生思

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微课的运用  
1.利用微课，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的历史教学内容复杂，学生接受意愿相对较低，学生学

习热情不高。利用微课教学课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原
本枯燥的学习变得生动活泼且形象具体，学生在动态画面感受中
灵活记忆学习内容及知识点，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一些历史观念
和教学内容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给学生。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微
课教学，将曹操的“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在流媒体中做出
对比教学，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两次战争发生的不同之处和相同
点，学生进行对比的同时就能够将知识记牢并且更有兴趣学习接
下来的历史知识和与之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大大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热情。  

2.利用微课，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教师教学多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不高的学习效率学生痛苦的

同时教师也难受，教师将微课教学带入课堂，学生对现代科技网
络感兴趣的同时也会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更青睐于以网络媒
体为载体的微课教学。教师利用微课为学生拓展历史知识让学习
不局限与书本之上，同时用网络动态教学，学生学习主动性将会
加强。好比，在讲解一件历史事件的时候，由于书本局限，存在
历史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局限问题，教师可以在微课制作时加入声
音，图片，视频等一系列材料对书本知识进行扩充，更好的还原
历史，让原本干瘪的历史事件变得立体，丰满。例如，在《新中
国建立》的微课中就可以向学生展示新中国成立时珍贵的录像视
频和图片画面。让学生眼前可以清楚地呈现出当时的国家状况并
且培养学生作为中国人民族自豪感，提升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探索
能力也是教师教学的一大重点。  

3.利用微课，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师教育学生本身要拥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知识储备，在

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今天仍旧要跟随时代的需要掌握先进的教
学技能，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教师进行
微课教学首先需要必须掌握微课的制作技能，熟练的对微课教学
进行整改，同时也必须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不局限于书本，
灵活的运用知识，对教材进行深度挖掘，处理教材的同时将知识
合理整合。教师在微课教学的过程中就会对知识有更好的掌握和
认知，在教学技能上也会不断调整改进，这样就可以在教学中不
断丰富自己的教师专业素养，并且也提高了教学质量。  

结束语 
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很好地提升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而且能够丰富课堂内容，为历史课堂学习提供很好的
补充，并且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让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加强
学生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同时也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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