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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教学在初中历史课堂的运用策略探析
张　恒

（江苏省兴化市昭阳湖初级中学，江苏 兴化 225700）

摘要：初中历史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素养，让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增长史实认识和文化认同感，进而在初中历史

教育中应当充分迎合学生的诉求开展教育指导工作。其中，材料教学模式的应用作为辅助型教学模式，其能够有效地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同时也能丰富课堂，让课堂教学变的更为生动、趣味。基于此，本文就材料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意义和策略进行分析，

期望能够以此促进初中历史学科教育工作的良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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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教学在历史学科教育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教学模式，同

时也是新时期备受广大师生青睐的一种，在历史课堂上利用该模

式开展历史知识教育能够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同时也

能够以多元化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此，在初中历史

课堂教学中，广大历史教师应当给予该教学方法足够的重视， 在

课堂教学中合理利用材料教学，以此强化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效率。

一、材料教学法和历史材料的分类

（一）材料教学法

在传统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模式为“填

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师生之间的交流

和互动较少，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不仅降低了教学效率，

同时也不利学生良好学科素养的培养。而材料教学法是对传统历

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和优化，不仅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发

挥，同时也整合了多种教学资源，对历史教育工作的良好推进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材料教学法的利用学习中，教师通

常会将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因素进行综合利用，并将所有能够辅

助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方法手段以及内容予以推进，由此可见，

材料教学法所营造出的丰富教学情境更加适合历史学科知识的教

学。

（二）历史材料的分类

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其历史材料中常见的教学资源主要可以

划分为三个大类，即文字材料、图片材料和视频材料。文字材料

主要是指与历史知识相关的一些资料，如人物日记、报纸或相关

历史档案等；图片材料包括一些历史文物、建筑、人物和图书等

历史材料，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图片材料的应用是较为丰富的，

对教学工作的高效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视频材料往往是一些比

较权威的材料，其通常以官方制作的一些历史知识相关的纪录片

为主，在视频材料的应用中，学生能够仿佛身临其境般地认识历

史知识、感受历史文明，对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大有裨益。

二、材料教学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意义

（一）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

在课堂上能够主动地学习和分析历史知识。材料教学模式对提升

学生历史学科兴趣具有良好的作用，材料教学的形式丰富，且直

接将所要教学的内容背景进行了交代，如果能够在材料的引导下

进行教学指导，那么便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如“公元

前 356 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主要内容是：编制户

口，加强刑罚；奖励生产；奖励军功；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

统一度量衡”，这段材料中，开门见山地将“商鞅变法”的知识

点进行了阐述，教师可以结合其材料的内容进行相关历史背景故

事的介绍，或者为学生播放一段材料相关的视频，这样便能够为

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使得学生乐于学习。

（二）利于学生把握重点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应当对重难点进行逐一攻破，其不仅是为

了升学考试，同时也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使

得学生在今后的历史知识进阶学习中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全面

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为了能够更好地让学生的把握所学知

识点的重点，教师便可结合历史材料进行教学引导，为学生营造

出一个灵活性较强的课堂氛围，如结合材料“《史记》记载，秦

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守旧的贵族诬告商鞅“谋反”，结果商鞅

被处死”，在这段材料中，教师便可以设立开放性的问题，如：

“谈一谈商鞅变法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能不能说一说你的

理由？”这不仅能促进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点进行掌握，同时也能

够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学科素养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初中历史教育的核心，学生需要

在长期的知识积累中才能获得，其主要包括唯物史观、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和国家情怀等，进而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历史核心

素养的培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需要教师付出诸多的心血

与努力，同时也要学生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指导工作，发挥自身

的思维主观能动性。材料教学需要保证能够提升学生对知识点的

深度认知和理解，如在材料“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发挥，他宣

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

因此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上。这

叫做大一统”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时代背景与知识点核心思

想进行教学，当学生答出材料所主张的知识点为“君权神授”后，

便可以进一步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历史进行深入的阐述，这个过程

便能够对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进行培养。

三、材料教学在初中历史课堂中的运用策略分析

（一）在课堂上科学用文字材料

文字材料是历史学科知识教学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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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应用能够直接将所要学习的知识点信息进行传递，对历史

知识教学效率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在初中历史学科

教学指导中，教师最长使用的一种材料也是文字材料。需要注意

的是，在文字材料的应用中，教师应当重视对学生阅读文字材料

能力的培养，其不仅重视学生对文字材料内容的理解，同时也注

重学生对关键材料信息的提取能力。为此，在文字材料的具体应

用中，教师可以适当地结合表格或对表格中的信息进行分析，通

过这样的教学形式来强化学生对相应知识点的掌握。

1. 基于材料内容制作图表

结合材料内容进行图表的绘制实际上是对文字信息进行整合，

以更为直观的文字展现形式出现，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需要

每个学生都要具备这种图表的绘制能力，同时也是强化其关键信

息提取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在七年级的“动荡的春秋时期”

教学中，有一段文字材料为“依次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

面对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论述，在我国春秋时期的经济

发展便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发展成效，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全面提

升，而且铁制的农用器具已经得到了充分了利用；手工业方面的

成就主要集中在青铜业、冶铁业、煮盐业……商业方面很多城市

出现了商品的交换市场，金属的货币被广泛的应用……”对于七

年级的初中生而言，他们并没有系统学习的经验，进而在阅读文

字材料后很难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产生明晰的认知，进而便需

要纵向以“积极”和“总体情况”两个方面为主，横向以“农业”“手

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为主进行图表的绘制，从而提升学生

的理解效率。

2. 结合考试内容进行图表分析

在近些年的初中升学考试中，通过列举图表内容让学生分析

潜在的历史知识信息十分常见，这种考察形式不仅是对学生信息

提取能力的考察，同时也是对学生历史认知意识敏感度的考察，

当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基础历史知识，再通过系统的图表信息提

取训练，那么便能够在考试中游刃有余地面对此类题型。为此，

教师在文字材料的方面的教学指导中，如果涉及图表方面的文字

材料，教师便可以结合过往的考试实例进行教学讲解，通过该形

式教学指导便能有效强化学生分析图表信息和提取文字关键信息

的能力。

（二）合理利用图片材料教学

图片材料是材料教学中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图片材料的

直观性比文字信息或表格文字的表达形式更为直观，其能够将蕴

含历史知识的元素集结于一张或几张图片中，当学生看到图片材

料后，需要结合自己所积累的历史知识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而找

到有价值的解题信息。在近几年的初中升学考试中，关于图片材

料的应用往往是多种不同知识点图片的综合应用，而非对单一知

识点的考察来布置图片材料题型，这样考察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

试卷篇幅的考量，同时也旨在借此考察学生的综合材料分析能力。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也要结合考试的出题特征，结合多种图

片材料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让学生综合分析图片中所蕴含的历

史知识，这样才能深化学生的理解能力，使得历史知识点化繁为简。

此外，教师在选择历史图片材料的过程中，可以保证图片材料的

形式具有多元化特征，如历史图片、漫画类的图片或示意类的图

片可以综合进行应用，这样不仅能够缓解学生分析图片材料的疲

劳感，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不同形式图片的分析中找到规律性，

对日后应对考试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巧用视频材料教学

视频材料教学是材料教学中效果最明显的一种形式，该教学

形式依托于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教学设备，是近些年较为新颖的一

种教学形式，进而其所收获的成效也较为明显。传统的历史知识

教学不够生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不强，而视频材料的应

用提升了其知识点呈现的直观性，进而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主动

学习兴趣。

1. 播放视频

播放视频材料进行教学并不是随意在网络上查找相关的视频

材料，而是需要教师对所要应用的教学视频进行编辑，比较常见

的视频是以微视频的形式出现，微视频可以将复杂的知识点简单

化，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掌握和认知视频材料中所讲述的

内容，这样的教学形式对教学任务的快速完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开展微课教育

微课教育是视频材料教学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形式，微课教育

可以将冗长的问题简单化，使得学生能够直接对历史知识的重难

点进行掌握，对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在讲授“远古的传说”知识点时，教师可以结合《大荒北京》《太

平御览》和《中国人史纲》中的故事进行浓缩，并以微课的形式

展现出来，学生在微视频的观看和分析中不仅能够了解传说是在

时间的变化和加工中而来，同时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历史知

识信息的分析能力，对之后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具有一定作用。

四、结语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初中历史学科教育亦在迎合

新时期的教育理念，不断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的不足进行优化

和创新。其中，材料教学模式的应用便是当下初中历史学科教育

中比较重视的一种形式，其不仅突出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同时也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课堂中去，结合材料进行历史

知识的分析和思考，极大地培养了学生的独立分析能力和自主学

习能力。此外，在材料教学模式的应用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

兴趣诉求开展教学指导工作，对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亦

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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