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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的改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信息技术以强大的生命力出现在社会各个角落之中，并在教育

行业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高中历史教学带来了新的可能。多媒体信息技术有利于高中历史教师教

学方式和形式的转变，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感，以便于历史教学的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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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信息技术是目前 21 世纪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虽然出现了一些多媒体信息技术无法合理
与教学展开配合等问题，但总体上瑕不掩玉，对于课堂教
学效率、质量、气氛起到促进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时，一定要合
理使用，发挥其最大的价值。 

1  多媒体信息技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优势 

1.1  多媒体信息技术丰富历史课堂资源，拓宽学
生视野 

历史教学资源在传统的观念上更多地聚焦于历史教
材、历史辅导书等，课堂资源的种类比较少，局限性较大。
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其进一步丰富了历史教学资
源，能够拓宽学生地视野，让学生学得更多，了解的更多。
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够快速的整合各种资源，将历史教学资
源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便于学生和老师的使用。多媒
体信息技术上的历史资源不仅局限于历史书籍、各种学者
对于历史史实的探索和研究，还包括一些视频资料、图片
资料等，这些历史教学资源更加具有直观性和感染性，如
抗美援朝战争、鸦片战争等各种战争的纪录片，准确地反
映出当时的历史现象。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克服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目前很多的博物馆都拥有自己的公众
号、微博，或者在一些播放器上也有博物馆各种文物的详
细介绍，这些都是历史课堂资源之一，能够让学生们对于
历史史实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2  多媒体信息技术呈现历史史实，增强学生的
积极性 

学生们的历史学习距离学生的日常生活较远，具有较
强的时空感。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历史史
实，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够很好地将学生在学习历史
时产生强烈时空割裂感的问题进行弱化，将一些抽象的概
念和战争记录上抽象的数字变得更加动态化，能够便于学
生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比如近代中国历史，近代中国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非常多的战争。比如想要
了解甲午中日战争，通过一些数字来展现中日双方军事实
力的悬殊以外，还可以将甲午海战中中国和日本在战争策
略上的不同以及军事装备上的差异借助动画的方式直观
地展现给同学们，效果比老师口干舌燥的进行讲解或者是

用一些史书记载的文字进行讲述，更加的便于学生地理解
和学习，更能够调动学生地积极性，丰富历史课堂内容。 

1.3  多媒体信息技术转变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形式 
传统的历史学习，更多的是教师个人的知识讲授，在

黑板上进行板书梳理教学内容。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并不
适应目前的考试形式和学生的发展，因此多媒体信息技术
首先能够减少老师板书书写花费的时间，将一些辅助教学
的内容提前放在多媒体信息技术上，能够使历史课堂的节
奏更加的紧凑，教学过程更加的流畅，也极大地调动了课
堂的氛围，更大程度上满足高中教学拓展知识的需要，对
于教学重点和难点的剖析更加的深刻。多媒体信息技术转
变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形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媒体信
息技术是辅助历史课堂教学，而不是取代传统的历史教
学；多媒体信息技术更多的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
是喧宾夺主的作用，合理地使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转变和更
新教师教学形式和方式，找到多媒体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
平衡点才是关键。 

1.4  多媒体信息技术增加学生历史学习的手段和
途径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生历史学习提供了更多
的手段和途径。传统的历史教学，学生学习更多被局限于
教师的专业能力，课堂的内容或者是辅导机构中教师的辅
导水平，学习历史的方式比较有限。而多媒体信息技术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方向，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
喜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微课进行学习。可以选择通过知
网、阅读浏览器等其它的方式和手段学习相关的历史，这
种学习并不是强制性的，更多是学生个人兴趣爱好的驱
动，能够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多方面地提高学
生历史学习的能力，整体上增强学生历史的综合能力。 

2  多媒体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运用与实践 

2.1  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创设历史情境，展开历
史教学 

历史学科的学科特性主要是繁多杂乱，学生学习的很
多内容距离现在的学生较远，学科具有过去性，历史科学
涵盖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对于高中生而言，比较容易产
生枯燥乏味及厌学的情绪，容易抑制他们对于历史的兴
趣。历史是由很多人发生的很多事组成的，因此可以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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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帮助，在课堂上创设教学情境，帮助同
学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还原历史细节、历史事件，对
历史人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课堂上创设历史情境时，首先，可以通过一些纪录
片、视频、图片等方式先对该时期的人物和场景有一定的
理解，能够更加准确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其次，学生
们扮演历史中的人物时一定要对历史人物多钻研，多了
解，比如《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这一课中，八国联军侵
华战争，侵略者要求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李
鸿章等人与八国联军进行商谈。同学们在学习这一课时，
对之前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如《马关条约》《天
津条约》等都有一定的认识，对于条约内容有进一步的理
解。所以通过不平等条约谈判这一切入点，作为创设历史
教学情境的内容，一是便于学生们展开教学情境；二来能
够对该条约签订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有一个更深刻
的认识，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认识到侵略者的可恶、认
识到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同时，也能够激发同学们的
爱国热情和报国情怀，激励同学们不断地正确认识，从这
段历史中吸取教训。 

2.2  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进行探究性学习，拓宽
学生思维 

多媒体信息技术将世界变成了一张大网，人们并不会
被时间、地点的问题限制，多媒体信息技术为不同声音的
发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目前高考更加的新颖，题目具有
探究性，并不再是对于一些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和直接考
察，更多强调同学们的探究思维和创新思维，因此多媒体
信息技术为高中历史教学展开探究性学习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平台。 

每一个同学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对于任何一
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
教师在展开历史教学过程时，一定要多注重通过多媒体信
息技术进行探究性的学习，比如在“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的建立”这一课时，对于秦始皇的形象要有更加客观、
全面、立体的认识。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利用
多媒体信息技术寻找、收集一些秦始皇的资料以及其他的
一些学者近些年来对于秦始皇的评价来进行学习和思考，
在课堂上组织学生们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秦
始皇个人的评价，从最开始的暴政、专制以及他为了巩固
统治进行的焚书坑儒和严苛立法都有不同的认识，打破学
生之前对于秦始皇以及强化统治措施留下的刻板印象。培
养学生们既要基于历史教材，又要跳出历史教材，不断地
拓宽学生的思维，对人物评价这类题目有更加深刻的学
习，对秦始皇的评价更加的全面化，而非片面化，用辩证
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人物，从历史人物中学习优良的品质。 

2.3  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进行横向、纵向历史的
比较和归纳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背后拥有强大的能力，能够帮助老
师和学生们进行总结和归纳。随着高考的改革，对历史教
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就能够获得

一个好成绩，而是要将知识点记忆理解并加以运用，试卷
考察的更加全面化，需要学生们对于整个历史框架中中国
历史和西方历史两条主线既能够平行的学习，又能够相交
比较进行学习。 

首先，多媒体信息技术可以将很多的知识点进行归纳
总结，比如将所有的中西方知识点按照时间顺序变成一张
很长的时间轴，时间轴上是每一个关键时间发生的历史事
件，能够非常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们，帮助同学们培养时空
观念；其次，是进行比较学习，比如资产阶级斗争阶段，
西方各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学习，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美
国采取民主共和制，他们在制度上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
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够直观呈现出来，还能够将涉及到
的相关高考题目与知识点一一对应，加深同学们对这些知
识点的学习和掌握，便于复习的时候更加便利，不需要花
费过多的时间去教材上，为高中历史从教学到复习巩固提
供了便利。 

2.4  利用微课实现个性化教育，满足不同基础学
生的教学需求 

微课的出现是多媒体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一个
突出表现，微课主要是以知识点小、时间短、内容详尽为
特点。通过视频的方式讲解历史知识，微课在高中历史教
学中的使用，能够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们，学生们也
能够听到不同地区、不同老师的讲解，及时地查漏补缺，
整体上提高学生们的历史素养。 

微课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教学之前和教学之后。首先，
教学之前教师可以将预习布置下去，利用一些微课的视
频，让同学们对于将要学习的课程更加的熟悉，比如“从
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这一课预习，教师就可以让同学们
对于“科举制”这一制度提前寻找一些微课，进行简单的
了解，发现自己对于科举制的一些问题和想法，在课堂上
及时地提出和解决；其次是在课后，课后利用微课主要是
巩固课堂上仍然存在的疑点，或者是自己理解和掌握并不
到位的知识点，通过微课进行二次的学习和巩固，直到该
知识点已达到熟练的掌握，能够应付考试的题目。多媒体
信息技术下的微课，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个性化教育，满足
不同学生对于历史教学的需求，基础较差的学生们利用微
课弥补基础的不足，夯实基础；基础较好的同学通过微课
举一反三，提高自身的能力。 

3  结语 

多媒体信息技术在高中历史课堂中的灵活运用，继承
传统教学中适用的部分，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优点充分在
高中历史课堂中得以体现。将所媒体信息技术合适地使用
于历史教学过程，才能够更好的展现其意义和价值，才能
正确地处理好与教师、学生、教学之间的关系，推动高中
历史教学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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