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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历史学科知识衔接课堂教学研究 
付书秋 

（铜仁学院  5543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实行，目前，初高中历史衔接教育已经成为历史教学过程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怎样做好初高中历史衔

接教育工作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重视的问题，因为，其不仅仅能够帮助高中新生更好的学习历史知识也能够间接帮助他们更好

的学习其他学科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初高中历史教学的区别，然后就如何更好的做好初高中历史衔接

工作提出了可参考性建议，以期能够帮助高一新生历史教育者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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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高中历史教学区别分析 

（一）初高中学生思维特点差异 

初中学生与高中学生在思维特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初中学

生在思维上更加倾向于经验型，随着年级的增长，经验型开始逐步

向理论思维转变，因此高中学生的思维特点倾向于理论性。初中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生活中所常见的或所经

历过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高中学生所学习到的知识大多数偏抽象

的，正是因为如此，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则会更多的培养自身的理

论思维；而且高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善于总结归纳和推理判断，

学习能力更强，思维方式更活跃。 

（二）初高中历史教材体系不同 

纵观初高中历史教材，我们较容易可以看出初中历史教材主要

采用的是时间顺序编制，即根据历史发生时间顺序来编写历史教

材。从总体上来说初中的历史教材在编写的时候会根据初中学生的

吸收水平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删减，教材内容的体系相对而言

不是很完整，由于是根据时间顺序编写的教材，有些知识框架可能

会散落在不同的章节中，此外，初中历史教材在对历史事件或者历

史任务的分析都相对简单，分析不够透彻。相比较之下，高中历史

教材就在初中历史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深化，其更加注重教材体

系的完整性，在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任务的分析也会更加深入透彻，

而且高中历史教材在编写时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知识框架也相

对比较集中，而且对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段设置了专题研究，针

对性更强，有助于加强高中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及能力。 

（三）初高中学生学习特点差异 

通常而言，初中学生尤其是初一学生，他们习惯了小学跟着老

师“被动学习”，他们学习自主学习能力还较弱，这就导致他们对

于老师及教材的有较强的依赖性，再加上初中教材内容大多是一些

基础知识，相对简单，因此初中学生在学习中主要依靠的是记忆学

习法，对知识的理解不深，同样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时也不例外，

主要还是以记忆学习为主，能真正凭借理解记住知识点的少之又

少。但高中的学习方式及特点则大不相同，高中学生所需要学的知

识点多且难度较大，学习压力大，因此他们必须需要不断提升自主

学习的能力，老师在课堂上教学也只是增对一些新的知识点、难点

进行讲解，主要还是要靠高中学生的自主学习。由此对比可见，初

中学生和高中学生在学习特点及方式上有较大差异。 

二、如何做好初高中历史衔接教育工作 

（一）高中历史教师需充分了解初中历史教材以及学生实际学

习情况 

目前我国的教育现状是高中历史教师和对于初中历史教材的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也不太清楚初中学生具体的学习状况，对于高

一的学生来说，很难快速适应高中历史老师的教学方式及教材内

容，这也直接造成了高中历史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会教的比较辛苦，

较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高中历史老师应该对初中历史

教材、教学方式以及学生接受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然后根据具体情

况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如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既可以给高一新

生一个学习的缓冲期，又能很好完成衔接工作，进而可以使其逐步

适应高中历史的教学方式。 

（二）历史教师应注重教学方法的使用，促使学生养成良好学

习习惯 

与初中历史教材相比，高中历史教材所拥有的知识点要多得

多，而且知识体系较为完整，难度相对较大，而且还涵盖一些专题

学习，有较强的学习针对性。与此同时，应该培养高中学生尤其使

高一学生的预习习惯，这样既可以使高中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前对内

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又使历史老师在授课时更容易调动课堂活跃

度，而不是“对牛弹琴”。此外，要使衔接工作做的更加完善，高

中历史老师需要根据每个班级的具体情况在教学方式上有适当的

调整，如课堂气氛较为沉闷的则需要在教学时要尽可能提高活跃

度，以此增强学生的参与度；而气氛较为活跃的班级则需要降低活

跃度，否则容易无法正常开展教学工作。目前大多数高中教学都已

经使用多媒体教学，高中历史老师可以在授课过程中设置一些问

题，使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还

可以以此培养高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三）结合高中学生学习思维特点，培养学生历史学习思维能

力 

除了上述两点外，还需要不断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思维能力，

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首先使以课本内容为载体，进行适

当引申，提出问题，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学习，使更多的学生参与

到讨论中，从而使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历史学习

思维能力的培养；其次就是高中历史老师需要根据教学班级学生的

特点创新教学方式，抛弃以往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可以抛砖引玉，

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学生自己的见解，然后老师进行点评以及

表达自己更深层次的见解，加深学生理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良

好学习习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初高中学生在历史学习上的思维特点、教材体系、

学习特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使高一新生尽快适应高中历史教学的

重点之一就是做好初高中的衔接工作，即高中老师要对初中历史教

材、教学方式以及学生吸收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解，并根据学生的学

习特点和思维特点创新教学方式，同时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

进而提升高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历史思维能力，使高中学生

尤其是高一学生能够尽快适应高中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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