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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历史教育教学的艺术性
樊　俊

（商南县鹿城中学，陕西，商洛 7263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理念在初中教育领域中的不断深化，在全面育人教学观念的指导下，历史课程在初中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这是因为高质量的初中历史课程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历史知识学习能力，同时还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自觉形成历

史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从而推动初中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当前的初中历史课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比如教师设计的教学

内容缺乏趣味性，导致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兴趣不足等。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初中历史课程教育教学活动的艺术进行简要分析，以期

提升初中历史课程教育教学质量，为推动初中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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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初中历史课程中，有很多教师忽略了教学内容对学

生的直接影响，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趣味性；在教学方式的应用

方面则忽略了学生的思维特点和学习特点，一味地应用“理论知

识口述 + 重点板书”的教学模式，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的历

史兴趣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转变传统的历史课程教

学理念，结合初中生的兴趣爱好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手段，

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历史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充分发挥

历史课程教学的艺术性，推动初中生历史知识学习能力的提升。

一、结合信息技术增加课程趣味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想要达到学生情感教学质量提

升的目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对历史理论知识的直观展现，

再现历史场景，使学生通过直观的历史场景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

而多媒体教学手法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使学生

在直观的视觉和听觉环绕下受到感染，从而形成明辨是非的正确

历史观念。

比如，我在进行《百家争鸣局面》这一课的教学活动时。为

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诸

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以及相关思想，在课前我认真研究了学生的兴

趣爱好，结合课本的内容，我为学生截取了学生所喜爱的动漫《秦

时明月》中的相关内容，并在课上结合这些视频片段为学生解释

汉朝董仲舒之前的儒家思想和汉朝以后的儒家思想有什么区别，

法家的代表其实应该是李悝而不是商鞅，墨家的“兼爱、非攻”

思想，名家的“白马非马”之说以及其中存在的漏洞。这样，通

过直观的视觉效果，结合学生喜欢的韩非、张良等有关动漫人物

激发学生情感，可以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注重历史课堂

教学质量。

二、通过小组学习加深学生理解

教师在开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要重视课堂活动的作用。高

效的课堂活动可以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历史文

化素养。因此，教师在开展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开展

科学合理的课堂活动作为教学补充，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形成良

好的历史思辨能力。

比如，我在开展《明朝的灭亡》这一课的教学时，为了使

学生更加详尽地理解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以及明朝衰

落的多方面原因，我在课堂上开展了《明朝知识知多少》的相

关课堂活动。在活动开始前我将全班学生分为五人一组的学习

小组，在进行分组前我对每个学生的能力进行了综合考量，尽

量保持各小组之间的实力平衡。分组完成后我为学生出示了事

先准备好的三个纸盒子，每个纸盒子里有 30 道关于明朝历史的

相关题目。三个纸盒子分别代表了简单、中级、困难三个等级，

然后让每个小组轮流选择题目，教师负责为学生抽签并阅读题

目，在活动中实行积分制度，活动完成后积分最高的小组即可

胜出，并设置一定的奖品。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培养学生

的合作意识、团队意识。

三、结合课堂活动加深学生认知

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前引导环节上要多下功夫，通过灵活多样

的教学手法如情境教学法、游戏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多种教

学手法并用，有效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历史知识导入过

程中养成良好的整体理解能力，以推动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

以《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格局》这节课的课前导入环节为例，

如果按照传统的课前导入，为学生先讲“汉高祖刘邦争夺天下”“西

汉文景之治”等汉朝初期的教学内容，然后直接进入汉武帝时期

知识的教学，学生难以产生足够的兴趣，这样的课前导入取得的

实际效果有限。因此我在进行这节课的课前导入设计时，为学生

设置了一定的历史情境：首先，我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教

学平台为学生播放了汉武大帝的剧照和部分视频，要求学生猜一

猜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有谁。其次，要求学生以有序抢答的方式开

展游戏活动，通过这样的导入方式，以《汉武大帝》影视剧作为

学生兴趣的切入点，通过游戏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推动了学

生历史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随着素质教育理念在初中教育体系内的不断深化，在

进行历史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

导向，重视课程内容的趣味性，同时创新教学模式，通过信息技

术与课程的有效结合，并发挥课堂游戏活动和生活化历史教学活

动的作用，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热爱历史，学会学习，

形成个人的思考能力与唯物主义历史辩证观点，从而推动学生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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