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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图是各种历史信息的高度融合，并以直观性

为特点，对加深学生的历史理解，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具

有重要作用。本文就历史地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有效

运用谈几点认识。1

一、历史地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价值

在历史这一学科中，地图是极其重要的教学资源和

学习材料，尤其是针对刚刚接触历史的初中学生而言，

历史地图对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进对历史的理解、

培养时空观念以及提高历史思维能力等方面都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从教育心理学上来说，学生对于新知识的接受需要

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而初中学生这一年龄群

体正是形象思维能力仍占主导，抽象思维能力处于刚刚

萌芽的状态，因此相对于抽象、枯燥的文字，学生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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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从直观、形象的历史地图捕捉历史信息，感悟历史现

象，从而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同时由于我国在初中

阶段才开始设立历史课，因而对于刚刚接触历史的初中

生们对历史是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的，这一阶

段教师多利用直观的地图来授课对于保持和进一步提高

学生兴趣有很大帮助。因此在我国现行的各个版本的初

中历史教材中，编者都加入了众多的历史地图来帮助学

生了解历史。

以部编版初中历史教材为例，本套教材分中国历史

和世界历史两部分，七、八年级为中国史，九年级为世

界史，其中七年级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史，八年级学习中

国近现代史，而在本套教材中编者加入了历史地图 90 余

幅且据笔者调查发现这些地图标注清晰，配色丰富，简

洁明了，相信学生们通过这些地图，能够拉近与历史的

距离，同时借助相关文字能更好地了解教材中出现的历

史事件或问题。因此，作为教师应当及时转变教学理念，

重视历史地图在课堂教学中的价值并想发设法地利用地

图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更好地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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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历史。

二、历史地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历史地图在当下初中历史教学中使用情况，笔

者通过调查了解并结合自身经历认为在日常教学中，对

于历史地图的使用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教师缺乏重视，历史地图使用率低

这是笔者在调查了解中最突出的问题。在日常教学

活动中，许多教师急于完成教学任务，只是一味地讲授

新知识，缺乏对历史地图的重视，导致在教学中很少使

用历史地图，用的话也只是泛泛地讲，比如针对地图中

重要的地点等信息告诫学生重点记忆，而对于历史地图

所呈现的历史事件或现象的来龙去脉很少提及。当然造

成该问题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那就是“时间紧，任务

重”，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历史课每周只有两个课时，

因此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师在教学中急于赶进度，忽

视了对历史地图的教学。然而究其根本还是一些教师缺

乏对历史地图的重视而导致的。

2、教师对历史地图的讲解不深入，缺乏对学生的

指导

在教学中，一些教师对于历史地图的讲解仅停留在

“蜻蜓点水”的层面，即只是对历史地图呈现的表面信

息进行简单讲解并要求学生背诵，而对于历史地图背后

更深层次的信息并没有进行解读，引导学生挖掘，这就

导致学生无法从中学会使用地图、解读地图的方法，更

难以将历史地图与历史史实相结合，从而无益于对历史

学科的学习。

3、教师对历史地图的使用方式过于单一，导致学生

丧失兴趣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利用互联网资源可

以轻松地制作各种教学用具，历史地图也一样。然而许

多教师对于地图的使用仍局限于教材或者地图册，很少

尝试利用信息技术来制作动态地图，更不会带领学生去

绘制地图，导致历史地图的使用方式单一化，使得历史

地图失去了生动、形象的特点，而学生长期接触这种单

一化的历史地图，也会逐渐丧失对其的学习兴趣。

三、历史地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1、利用地图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尤其针对初中生而言更是如此。有心理研

究指出，初中生这一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是好奇心重且

对于新知识的持续性学习较差，加之历史知识本身相对

枯燥，初中学生很容易在课堂上失去学习兴趣，学习效

率大大降低。而历史地图所具有的直观性特点可以很好

的引起学生的关注，比如地图中的各种代表不同史事的

地图符号以及分明的色彩都能很好的吸引学生的好奇心，

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课堂中去。因此历史教师如能

在授课过程中采用多种方式，科学有效地利用地图这一

重要教学资源，将能有效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变

“被动的听”为“主动的学”，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加深

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比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秦统一中国》这一课中，

由于年代久远，同时对刚刚接触历史的七年级学生来说，

对战国末年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的地理

位置及互相之间的战略关系相对不熟悉，这时教师在上

课时可以利用动态地图按时间先后顺序向同学们展现秦

国是如何一步步吞并这六大国，形成中国历史上首次大

一统的局面，同时将秦统一后的国家版图和统一前进行

对比，在结合学生熟悉的唐朝大诗人李白“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的诗句，便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兴趣，以提

高对本课的学习效率。

再比如在学习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四课《唐朝的中

外文化交流》时，涉及到玄奘西行的内容，因为在这一

部分有一些专有的古代地方名，比如西域、葱岭、天竺

等，对于学生难以理解，这时教师可以借助学生耳熟能

详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西游记》作为导语，同时引入

《玄奘西行路线图》来进行课堂导入，教师可以一边利

用不同颜色的动态箭头来表示玄奘西行的方向以及经过

的国家和地区，同时用生动的语言向同学们介绍唐代著

名高僧玄奘不畏艰难险阻，历经各种磨难，经过长途跋

涉最终到达天竺并在此潜心研究佛法，成为远近闻名的

佛学大师。十几年后回到长安，主持译经工作，为中国

佛教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且由他口述，由其弟子编著的

《大唐西域记》也成为了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文

献。此时教师再让学生阅读课本相关知识并进行归纳总

结，学生就不难得出“玄奘西游是本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玄奘为唐朝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结论。

2、利用地图培养时空观念，增强历史理解

相较于其他学科，历史学科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时序

性，而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又与空间息息相关，新版《历

史课程标准》曾指出“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时应逐步培

养时空观念”，《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也

提出了包括时空观念在内的五大历史核心素养，可见其

对于历史知识学习的重要性。然而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却

常常遇到学生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忆和理解出现张

冠李戴甚至发生时空错乱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时

空观念不强而导致的。这时就需要历史地图发挥作用了，



128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4卷5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历史地图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对历史事件的相

关情况进行描述，比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影响范

围等进行介绍。我国早在南宋时期就提出了“置图于右，

置书于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观点，可见作为

时、空间载体的历史地图对于培养时空观念的重要性。

因此历史教师应有效利用地图引导学生培养其时空观念，

增强对历史的理解。

以《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一课为例，学生在学

习本课时需要理解掌握契丹族与党项族的发展，辽与北

宋的和战以及西夏与北宋的关系等重要内容，这就需要

学生首先对三个政权的建立时间、行政中心位置、势力

范围有所了解，而辽与西夏的前身——契丹与党项族都

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学生对其比较陌生，而据

笔者了解本课并没有附上能够表示三个政权并立的形势

图，如果仅仅从单纯的文字介绍，学生很难在脑海中对

其形成具体的印象，但是如果结合以《辽、西夏与北宋

形势图》（图 1），学生就能清楚的了解三个政权的具体位

置，形成良好的空间感，同时该图上对几个政权的建立

时间进行了标注，这样学生们就可以对契丹与党项族的

发展以及后期三股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从时间和空间上

进行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

图1　辽、北宋、西夏形势图

对于利用历史地图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增强历史

理解，笔者认为还有多种方法。如教师可以以某一历史

专题为例，整合该专题地图资源，集中为学生构建时空

架构，以增强学生对相关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理解。例如

在学习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一、二单元时，会涉及西方列

强针对中国采取的多次侵略战争，像鸦片战争、甲午中

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对于这一部分，由于时间跨

度较大、学生要记得战争比较多且战场位置各不相同，

因此学生们经常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混乱，出现“张冠

李戴”的现象。对此教师可以做一个“近代侵华战争”

专题，并做以下设计：

教师活动：出示《鸦片战争形势图》《第二次鸦片战

争形势图》《甲午中日战争形势图》《西方列强瓜分中国

时局图》并提出以下任务：

任务 1：观察对比四幅图片，归纳出下列问题的答

案。

1、观察两次鸦片战争形势图，分析在战争持续时

间、列强侵略范围及战争影响上的异同点。

2、观察分析《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时局图》，列举西

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任务 2：观察四幅图片，对地图中的历史信息进行

归纳整理，制作《近代侵华战争表》，内容包括战争时

间、地点、交战双方、签订的条约及内容。

学生活动：仔细观察阅读四幅战争形势图，从中提

取相关时空信息，整理后回答或完成老师问题和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解读地图中属于

同一类的时空信息，比如战争发生的时间等，并对其进

行收集和整理，同时还应引导学生学会将不同的地图进

行对比，从中提炼出信息并加以归纳为后期制作表格做

准备。像这样教师借助历史地图的优点，以专题的形式

对学生难以掌握或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学习，相信会对

学生时空观念的培养以及历史问题的深入理解大有帮助。

3、利用地图挖掘历史信息，培养历史思维能力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育越来越注重学生历史思维能

力的培养。历史思维能力是指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一种包含比较、理解、分析、归纳等在内的多

种能力的综合。而对于以时间跨度大、知识点复杂繁多

为特点的历史学科，学生想要深入了解掌握历史知识，

就需要依靠较强的历史思维能力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人物、起因、结果等历史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而历史地图

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是对各种历史信息的高度概括，

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历

史地图中除了比较明显的符号、图例以及颜色区分外，

有时还隐含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信息，这时教师如能很好

地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地图，将这些隐含信息挖掘出来，

将极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从而加深对历史

事件、历史问题的思考。例如人教版《太平天国》这一

课中，教材引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形势图”，对天平天国

运动的发展形势作了详细描绘。这时教师就可以借助该

地图和教材中对洪秀全的个人介绍对学生提出问题：“洪

秀全为广东花县人，但为什么会选择到偏远的广西金田

发动起义？”设问完后再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地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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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学生结合之前

所学知识综合分析后便能得出：相比北方，清政府对南

方地区的统治力相对薄弱，更加有利于起义的成功及后

续的发展。同时由于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自称受

上帝之命下凡人间，拯救穷苦百姓，而相比于开放程度

更高，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广西地区位置偏远，经济

落后，受清政府压迫的穷苦百姓众多，爆发起义的群众

基础好。经过这一系列的分析，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由此可见历史地图可以将历史事件更加形象直观地

呈现在学生面前，拉进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在此基础上，

教师引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学会综合观察、分析历史

地图，从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历史信息，以加深对历史

事件的理解与掌握，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也

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和发展。

4、利用地图进行情感教育，培养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指在历史学习过程个人应具备的社会责

任、人文情怀，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伟大民族精

神的发扬等。家国情怀作为历史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对

于学生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前面说到通过

历史地图能使学生很好地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

在此基础上，借助历史地图的直观性，学生可以容易进

入到具体历史事件所处的情境中，从而感受到该事件所

要表达的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比如一直阻碍着祖国

完成统一大业的台湾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在教授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可以向学生展示

《清朝疆域图》（图 2），结合该图我们可知在清朝时期就

已经将台湾划入版图之内，成为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这样又是对学生一次很好的情感教育，有利于增

强爱国意识。

图2　清朝疆域图

综上所述，历史地图作为各种历史信息的高度融合

体，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对

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时空观念、家国情怀等历史

核心素养以及历史思维能力有重要作用。作为历史教师，

首先应转变教学理念，重视地图的教学作用，采用科学

灵活的教学方法利用好历史地图这一重要教学资源，注

重培养学生识读和分析地图的能力，通过地图获取的历

史信息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从而有助于对历史学科的

学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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