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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 +的初中历史有效教学革新路径探析
刘薇薇

（张家港市晨阳学校，江苏 张家港 215637）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义务教育的重要改革趋势。这也为初中历史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启示。在教

学实践中，教师有必要立足“互联网 +教育”的背景，积极做好初中历史教学的革新工作，以此来为教学有效性的提高以及核心素养教

育的落实铺路搭桥。基于此，本文以互联网 +时代背景，对互联网技术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意义和互联网 +背景下初中历史有效教

学革新路径进行了详细探讨，以期能够给广大教师同仁提供一些借鉴参考，共同为初中历史教学的现代化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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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新课标指出，广大教师应当重视教育技术的运用，积极

探索“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的教学模式和育人方式，以此来为

素质教育的落实奠基。对此，初中历史教师有必要正视互联网技

术之于本学科教学的意义所在，以互联网手段为依托，切实做好

教学设计、教学模式的革新工作，进而在提高教学有效性、先进

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为学生历史素养的发展提供长效助力。

一、互联网技术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丰富手段，激发兴趣

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兴趣好比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和不

竭动力。只有将教学和他们的兴趣相结合，才能使他们以更热情

和更专注的姿态投身到学习中来，让他们获得更多学习收益。这

也说明，教师只有把握好“趣味教学”这一主线，才能保证教育

实效。然而，我们能够看到，历史教师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

单纯依靠以往言语直输式的教学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此，在互联

网 +的时代教育形势下，教师可将视角放在学生们熟悉且喜爱的

互联网手段之上，以多媒体、微课以及网络等手段来打造一个视

听化、多维化的历史讲堂，以此来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进一步

简化他们的学习难度，让他们能够在寓学于乐之中获得学习有效

性的提高。

（二）优化教学，发展素养

如今，在新课改旗帜下，素质教育成为各阶段学科教学的核

心内容，这也给初中历史教学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在教学实

践中，历史教师不但要注重学生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且也要做好

对学生的历史思维、时空观念以及史料素养的教育工作，以此来

展现本学科的育人优势，为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发展奠基。但是，

在以往的教学中，初中历史教学大多以谚语说教的方式展开，这

也使得学生很难获得思维与素养的发展。而在互联网+的支持下，

历史教学的内涵和形式都得到了有效延伸。教师不但可以借助多

媒体、微课以及网络等手段来革新历史教学设计、教学模式，进

一步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而且还能够依托互联网 +的手段来搭

建一个网络化的平台，以此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历史学习、历

史复习渠道，让历史教学能够冲破现实课堂桎梏，实现向三维化、

数字化以及智慧化方向延伸，这必然能够推动学生历史思维、自

主学习以及实践创新等能力的提升，对于他们历史素养的发展将

大有裨益。

二、互联网 + 背景下初中历史有效教学革新路径

（一）运用媒体手段，深化历史认知

在互联网 +背景下，多媒体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教辅工具，

有着操作简便、趣味性和直观性强等特点，能够以图表、音频以

及影响等方式来对相关知识点加以展示，进而创设一种与教学内

容相关联的视听化教学情境，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参照，使他

们能够更加便捷和深刻地体悟到相关知识点的内涵精髓，进一步

保证教学实效。因此，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教师也要依据教学目标、

内容以及要求，积极将多媒体手段渗入到课堂当中，以此来实现

深化学生认知的教学目标。

例如，在讲授“春秋战国”部分知识点时，本章节的教学目

标为的是让学生能够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战争及其背后的意

义，为了深化学生的知识点认知，教师可将多媒体手段引入到历

史讲堂，为学生展示动态化的 PPT 图片，使他们能够清晰地认识

到诸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事件。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与他们一同

结合“争霸地图”分析一下大国纷争背后的意义。这样一来，不

但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还能够为他们提供更为简单的

学习参照，助力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本章节知识点。又如，在讲

授“鸦片战争”的知识点时，教师可依据教学内容，展示一团“虎

门销烟”的影像片段，指引学生结合这一资源的内容，思考并且

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与感受。通过此举进一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他们能够深挖历史事件内涵，从中获得历史思维、爱国主

义等情感的发展，而这对于他们历史素养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二）借助微课技术，推动历史探究

微课作为互联网 +时代的一种代表性技术产物，对于初中历

史教学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它有着操作简便、直观性

强以及内容精炼等特点，将其渗入到历史教学当中能够简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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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难度，提高其学习实效；另一方面它能够助力教师搭建一

个翻转形式的历史讲堂，使学生能够拥有更多自主思考、实践创

新以及处理问题的契机，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将他们引向教学主位，

促使其历史思维、探究意识等均得到有序化提升。因此，在历史

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本着互联网 +的教育思路，将微课渗入到历

史讲堂当中，让素质教育能够落实到实处。

例如，在讲授“重庆谈判”的知识点时，该部分知识点要求

学生理解“重庆谈判”这一事件背景，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

师可依据教学内容，制作相应的微课，然后展示在课堂之上。在

微课当中，教师可渗入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如蒋介石发送

电报、毛主席和任弼时以及周总理等人的对话图片以及重庆谈判

影像片段，从而让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能够跃然于学生脑海，

将他们带回到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指引学

生结合以上微课资料来分析为何要开展重庆谈判、其背景和意义

如何等问题，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思维发散、辩证分析氛围，

让历史讲堂变得既有趣又有效。又如，在讲授“甲午战争”的知

识点时，每节课重在让学生明白这一场战争的影响以及原因，单

纯依靠言语授课很难获得好的教学收益。对此，教师不妨将视角

放在微课之上，以该技术为助力来引领翻转形式的历史教训。首先，

教师可在整理相关知识点的基础，结合网络视听资源设计一个“视

听资料+探究任务”形式的微课。其中，不但要包括一些“甲午战争”

的影像或文字史料，而且也要拥有一些具体较强思维性和探究性

的任务，如“分析战争原因”“探究这场战争的影响”等。然后，

教师可秉承异组同质的教育思路，在班内划分出多个 4-6 人的历

史小组并且保证各小组内部的优差生比例要趋于均衡，以此来实

现整体提升的教育目标。在此基础上，教师可指引各组成员一同

思考分析和实践探究，找到这些组别任务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好自身教学服务者和指引者的角色作

用，一来要维护好课堂秩序，二来要为各组提供及时性的点拨和

指引，通过此举来确保翻转教学得以良好推进。最后，教师可指

引各组依次阐述一下自己的答案，然后结合其中的不足点和闪光

点进行总结性点评，如此一来，既能够增添课堂趣味性，又能够

以集体之力来助力学生探究、协作、思维以及处理问题等能力的

发展，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打造网络平台，巩固教育实效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若想保证教学实效的话，教师除了要做

好课堂教学之外，也要做好课后巩固与辅导工作，只有这样才能

让学生更好地把所学的新知内化为能力与素养。但是，结合教学

实践来看，以往的初中历史教学在课后巩固方面是比较缺失的，

即使有也主要是围绕文字式的习题练习来展开，这显然是和素质

教育要求相悖的。而互联网作为一种有着丰富信息和非常便捷的

交互平台，能够为历史教学课后巩固教育环节提供多样化和有效

化的支持，改变以往那种机械化的课后巩固练习，让学生能够逐

步养成一个乐学、知学与好学的良好习惯。所以，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有必要立足互联网 +的时代教育形式，落实好网络平台的搭

建工作，以此来进一步延伸历史教学路径，巩固教育实效。

例如，教师可依据钉钉、微信等多种交互软件之便，打造一

个网络化的历史教育平台，然后借助这个平台良好的互动性，定

期将章节微课以及数字试题等资源上传其中。在此基础上，指引

学生展开课后复习和练习。如此一来，学生便可以获得一个个性

化的课后巩固机会，这必然能够助力他们更好地把握相关知识点

的内涵，同时让他们能够在脑海中逐步构建起一个历史思维框架，

使其后续的历史学习更加便利和高效。又如，在讲授完某一章节

知识点之后，教师可借助网络平台，为学生布置一些实践性强的

作业，如在讲述完“抗日战争”时，可指引学生通过调查采访等

方式来搜集当地抗战英雄故事，在此基础上，可制作相应的 PPT

课件，或者把这一活动录制成小视频并上传到平台之上。然后，

教师可与学生一同结合这些个性化的历史作业，评一评谁的作品

最好，谁最用心等，通过此举来进一步激起学生的历史学习、历

史探究热情，为他们历史素养的发展奠基。此外，教师还可结合

平台之便来开展历史线上教学，以此来打破现实课堂教育壁垒，

延伸历史教学路径。而且，教师还可在线上平台的推动下，定期

和学生展开历史知识点的互动，了解他们在历史学习当中的疑问，

把握他们的不足之处，然后可采取网络连线辅导以及现实课堂授

课相结合的方式来消除学生的不足和疑问，让历史教学实效能够

更上层楼。

总之，互联网 +时代的来临也为初中历史教学打开了一扇新

的窗户。历史教师有必要秉承现代化与素质化的教育观念，在正

视“互联网 +教育”优势和意义的同时，不断运用新的教育思路

和方法来打造一个“互联网 +历史”形式的教育新常态，以此来

进一步推动历史教学有效性的提高，为学生历史素养的发展做好

奠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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