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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情境剧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1.1历史情景剧的概念
本文要探讨的是历史情景剧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的实施要

点，那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历史情境剧”的概念或是内涵。国内外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对其进行了阐述，笔者通过综合各位专家的想法
以及自己的思考以及研究，将“历史情景剧”的内涵阐述为：历史
情境剧是一种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老师进行引导，学生通过将
课本中的知识点与特定历史情境结合创作历史情境剧进行表演，以
掌握并加深知识理解的一种综合性实践性互动教学。

1.2历史情景剧的理论基础
由于历史情境剧综合性高、实践性强、互动性强的特点，

想要将历史情景剧完美的融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掌
握一定的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在此，笔者将一些经典的
教学与心理学科的理论简单介绍。首先是杜威的“从做中学”
理论，杜威在其理论中指出要在“从活动中学”指出了教学要
依靠一定的教学活动，其次在他的五步教学法中第一步里面就提
出了需要创设一个情境。第二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马斯洛以及
罗杰斯所提出的人本主义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之中提到了认知学
习和经验学习，而历史情景剧可以说是两种学习方式的结合。
它既需要学生有一定的知识的掌握，又指出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学
习兴趣。最后则是建构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指出学生是认知
的主题，而老师则是促进者。老师需要帮助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
与动机，而历史情景剧则十分适合。

2　历史情景剧的实施要点
2.1前期的应用原则及准备事项
现代课堂的容量是十分充盈的，面对每堂课如此大的知识内

容，课堂的时间就显得捉襟见肘。每位老师在面对着分秒必争的
课堂时间的时候，就应该注重历史情境剧的实效性，在真正能够
体现历史情境剧作用的时候，再运用历史情境剧以发挥它最大的
效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安排历史情境剧时，我们应该
多多基于历史教材中的重难点部分进行选择。其次就是，在运用
历史情境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历史情境剧的安排一定要符合
历史史实，不能让其流于形式，一场历史情境剧下来，学生只记
住了情境而忘记了历史。最后我们要注意的则是历史情境剧的集
体性，完成一堂历史情境剧的教学工作，不能只是老师和一部分
同学的结果，而是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同学都参与进来。

在关注完历史情境剧的应用原则之后，我们需要关注的则是
前期的准备事项。主要就是两个大的主体，一个就是老师，另一
个则是学生。我们分开谈，前者需要提前了解后者，了解后者的
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等，并按照不同同学的特点进行不同的安
排。而后者则是需要在老师上课前，按照老师的引导，完成资料
的搜集以及研究。

2.2历史情境剧的编排与排练
历史情境剧进行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剧本的确定以及创作，主

题确定创作的原则与我们在前文提出的应用原则大致相同，而故
事内容、脉络或者说情节的设定则需要老师与学生齐心协力。在
这一项工作的准备上，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它是为历史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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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基本点。因此，情节的冲突性要强，要表现出我们这节
课的重难点内容，但是在时间的方面，我们也要做到“稳准狠”，
不能将拖泥带水，要使学生迅速的抓住学习的重点。

在编排完历史情境剧之后，则是学生的角色分配工作以及表
演之前的道具准备。其中，在学生的角色分配方面，需要我们注
意的是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分配不同的角色。在道具准
备方面，我们则需要注意的是道具应该简便，不应过于复杂，以
免在前期准备的时候过于占用学生的时间以及在课堂表演环节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

完成以上工作之后，老师及学生便可以进行排练。在排练时，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排练的时间应该尽可能宽松，慢慢打磨细节。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老师的指导应该在排练的后半程结束，这样
可以依靠学生自主性进行。

2.3历史情景剧的表演
在前期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以及老师与学生的大量排练

之后，便可以进行课堂上全班面前的表演。而在这个表演的过程
中，需要我们注意的则是表演的时机以及时长，选择合适的时机
以及时长，可以更好的发挥历史情境剧的作用。

3　历史情境剧的反思
3.1 老师方面：深刻把握课程内容，安排好历史情境剧
历史情境剧的实施一定是要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

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对这节课的内容进行千锤百炼，不仅在
整个过程中要起到老师应该做到的引导作用，更要在一次一次的
试讲、说课的过程中，对于情景剧的安排进行反复的思考。开始
时，做到快速引出，快速进行。而在结束时，更是要快速收尾，及
时总结。

3.2学生方面：课后及时回顾课程内容，进化学习成果
在学生层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表演的同学以及观众两个群

体。这两部分共同需要注意的时，在历史情境剧结束之后，应该
尽快从表演热烈的氛围中脱离出来，开始反思这一场情景剧想表
达的思想内核，以及联系课本的重难点尽快把握。

4　结语
历史情境剧作为一种经典而又富有新意的历史教学方式，怎

样在中学的历史课堂总发挥它的效用，一直是笔者苦苦思考以及
追寻的答案。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自己的所看到的、听到的、想
到的记录下来与大家讨论，这正是教育学科不断发展的动力。在
今后的历史教学中，笔者也会不断发现，不断前行，使历史情境
剧这一历史教学方式更好的为中学的历史课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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