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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钟　桃

（宜宾市筠连县第三中学校，四川 宜宾 645250）

摘要：活动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创设情境设置组织相关课程内容的活动，帮助学生学习和了解学习内容的教学形式。

这一教学模式顺应了新课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历史学科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科教师

在组织教学活动中创新运用活动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有效利用教学资源，提高初中历史学科的课堂质量。本文通过阐

述目前初中历史课堂最为常用的活动教学法的形式，分析运用活动教学法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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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现代娱乐浮躁风气的影响，商家为了迎合消费心理根据历

史进行改编成各种电视剧、电影、小说、游戏等商业作品。虽说

在一定的程度上给群众带来文化享受，但是与历史的严谨性相悖，

不少影视作品把真实的历史改编的过于现代化，容易给初中生带

来误导。初中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完全发展成型，

在接受影视作品的时候不能很好的辨别，更有甚者全盘接受影视

作品里面的历史知识。这就需要更加需要教师在课堂上的正确引

导，课堂作为主要的普及途径，运用活动教学法，不仅增加初中

历史课堂的有趣性、体验性和严谨性，有效提高课堂的效率，还

能让学生以史明鉴，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

一、活动教学法在初中历史学科的具体体现形式

（一）角色扮演法，融情于景

角色扮演是历史学科教学的一个常用活动形式，它是一种综

合性创造性的活动，运用到教学中有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教师

创设合理的主题和情境，确定活动的难度。教师根据课堂大纲，

课程内容进行安排，比如说在讲授世界史的《雅典的民主政治》

的时候，教师可以设定一个场景，比如设定一个在雅典的礼堂上，

议会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场景，或者设定在大街上，各位智者

的争论等场景。在上面的两个场景中，学生都可以充分的发挥自

己的想法，在这一环节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知识

储备来进行设计，任务太简单，会比较表面化，没有太多效果，

任务太难，学生容易挫败，没有成就感，教师应该安排难度适中、

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第二，教师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安排角色，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报名参加活动表现自己。教师可以

把奖赏和教学活动想结合，对表演好的学生进行奖励。比如，在

讲授《百家争鸣》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百家争鸣的场景，在以

秦始皇为首，以儒、道、法、各家为代表进行辩论，作为观众的

学生思考，为什么后面秦始皇选择了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教师

确定角色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诸子百家中的一员进

行扮演，在进行表演之前，学生根据自己的角色收集资料，教师

也可在此环节可以有限的卷入进去，与学生参与到活动中。第三，

场景的布置；主要包括教室的布置、场景的设备，学生的服饰方

面能较大程度的还原真实，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最后：教师的评价，

在活动教学法中教师的评价不同于测试，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表

现积极关注和及时反馈，促进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语言组织表达能

力，打造一个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

（二）历史调研法，追求创新

角色扮演法主要适用与课堂教学，在历史学科的活动教学中

还可以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运用课余时间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

知识领域进行更多的调研，即历史文献调查法。这个历史课外实

践活动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科学求实的精

神，还能帮助学生培养合作精神和动手操作能力。历史的研究离

不开文献的考察，学生进行自主调查的后，对所学的知识印象更

为深刻。比如：在讲授中国古代商业历史的时候，以古代“丝绸

之路”为主题，推荐学生阅读相关的史书，网上查阅各种资料，

在结束这一章节的课程结束时，给机会学生进行成果展示。在“古

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历史调研活动中，不同的组别的调研方向不

一样，有小组同学以中今的“丝绸之路”的对比进行调研，得出

今天的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历史地位，其他同学在听小组进行报告

的时候，敢于质疑大胆发言，由此可见，历史调研和成果展示这

一形式能有效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思考，促进学生的

辩证思维能力的发展。开展此类的教学活动也给教师带来了一定

的挑战，教师也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与时俱进，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才能有效的指导学生调查，解难帮困。

二、活动教学法在初中历史学科中存在的不足

活动教学法的灵活应用确实给学生带来各方面的进步，课堂

活动的多样性，学生在课堂上更活跃，注意力也比较集中，展示

了以学生为主导，但是一些不良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教

学时间和教学任务的分配不均匀。在教师在课堂组织活动，容易

出现课堂时间的把握上存在更多的不可控因素的现象，比如在开

展百家争鸣的教学活动中，学生进行激烈的辩论，接受学生的提

问反思，容易占用较多的时间，教师往往没有来的及进行补充和

归纳总结，往往就到下课时间。这也从侧面体现，教师在进行活

动设计时，需要进行更为严密的设计，考虑带课程的时长和活动

的课可实施性。在课堂活动的进行中，教师还应该把控时间，做

好知识的引导者，严控课堂的各项环节的实施。

三、结语

活动教学法运用到初中历史学科教学有多种形式，主要有角色

扮演法、课堂报告法、辩论法、文献研究法等。教师在组织活动的

时候，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需求，灵活变通课堂组织形式，调动学

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不断的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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