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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学历史合作探究式教学之我见 
◆额日和木图 

（二连浩特市蒙古族中学） 

 
摘要：兴趣、梦想、成就感、质疑、感激、勤奋等是挖掘和激发孩子求

知欲的渠道；要引导学生在丰富的信息资源中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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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历史学习中的弊端 
中学历史科目本来就是属于文综里的一科，很多同学认为历

史是一个记忆性很强大的学科，考试的时候临时抱佛脚的功课，
只要考前花点时间死记硬背，甚至记即便之后，成绩照样不差，
甚至还会有好分数。“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能够形成
整体的知识框架，即便同学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也是不容易记住每个知识点的。要把历史学好也并非一朝一夕所
能办到的。这种被动的学习和记忆历史科目的知识点，是为了应
付考试，更确切地说，同学们遗忘知识点的速率很快，难以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遇到对几千年发生在几千里
以外的事件如数家珍的人，对某种历史现象分析起来头头是道，
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讲述的历史只是在存储，无数的
历史书让我们无所适从，有时候连观点都是别人灌输到自己脑子
里面的。如果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和归纳体系，很难将
中学历史课程学好。 

二、合作探究式教学的意义 
所谓“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就是在教师指导下，要以问题为

载体，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为核心，以学生的动手实践、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为主要的学习方式，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和组间交
流竞争为主要途径，实现全体学生的主动性、社会性和创造性的
和谐发展的教学活动方式。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由
知识的灌输者、传导者转变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师生
关系的转变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决定教育成
败的关键所在。教师再启发诱导的形式下，让学生独立自主的自
由表达，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因为许多历史事件是相互交织、
脉脉相承的，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较庞大的记忆网络，死记硬背是
行不通的，而且很吃力，这就需要理解的帮助，学生与教师之间
的交流可以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就较容
易将此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楚，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历史知
识。 

三、培养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 
对历史课有兴趣你才会主动地去学，如果抱着一种不考历史

我才不去学的心理，将会事半功倍，产生学习抵触心理。很多同
学认为，历史要诀就是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历史的学习是
需要理解的，重要的是建立历史结构，不仅仅是读过即可的，光
记住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用历
史思维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事件背后的东西。兴趣、梦想、成
就感、质疑、感激、勤奋等是挖掘和激发孩子求知欲的渠道，有
了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我要学”的愿望和要求，就能真正主
动参与学习活动，成为学习的主体。就能很快地把知识点记住，
在读每一节的内容时，要想想在一个历史事件之前之后都发生了
些什么事，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能够说明什么历史
道理，能很好的去理解和领悟在历史现象背后所蕴涵着的历史规
律，能得心应手地分析历史问题；如若反之，无异于在太上老君
的炼丹炉里苦苦煎熬，但却炼不出火眼金睛。我们平时可以适当
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书籍、欣赏一些历史绘画这一方面，
可以丰富知识；另一方面，能够提高自己的历史水平。 

四、构建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再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在丰富的信息资源中发现问

题，提取出所需要的资料，在平时的课堂中，“谁想到了什么”
“想说就说吧”“我也不太清楚，咱们一起来研究”这些看似平
常而又不平常的话语，激活了整个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
欲望，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培养学生自
我探索的能力。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管理和控制学习环

境，能改变了传统教学压抑学生兴趣和热情，影响学生发展思维
和智力的状态，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探究式学习方式，
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长久的保持，让学生在自
主的学习环境下，自主探索，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环
境，相信学生，相信他们有学习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尽量地捕捉、放大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闪光点。面对学生这些有别于他人的观点、探
究方式时，教师应多问问：“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这样
想？”课堂上再多一些“有不同的意见吗？”“你的想法比老师
的更好！”以此引发学生思维的碰撞，让学生深入地思考，顺利
的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引导学生创造融洽和谐的学习气氛，给
与有独特的见解，新颖回答的学生肯定，使学习过程成为一个富
有个性化的过程。 

五、合作探究学习历史课程中的问题及思考 
探究学习是数学教学的态度和精神，建立在自主学习的基础

上的，没有自主学习，则合作学习就成了一种摆设，失去了合作
学习应有的意义与价值。课堂教学的最终结果, 不在于教师教得
怎样，而在于学生学得如何。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
地，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应该首先从课堂教学上予以突
破。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就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教师要以学生
为本，依学定教，学生可以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学生之间和师
生之间的互动合作，平等交流。使学生不再是孤立的学习者，而
是愿意与同伴一起合作学习，与人分享学习与生活中的失败与成
功的体验，所谓学生主动参与，就是给学生自主探究的权利，根
据历史年代、背景、历史事件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语
言去表达，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由浅入深，由难到易，逐层次
的向学生展示迁移学习知识，打破墨守成规的背诵，以鼓励学生
主动参与、主动探究、主动思考、主动实践为基本特征，让学生
自主发展的舞台。同时通过网络教学这种学生喜爱的教学方式和
灵活的教育手段对学生实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传统的历史课
的灌输模式，以历史画面、电视剧背景、历史图片、多维动画效
果等形式展示，唤起兴味的有效情境，创设如同真实一般的情景,
利用虚拟情景，使学生得到的体验感受比传统教学更接近真实，
不仅给历史课的学习气氛注入了生机，而且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理解的东西，才能
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掌握的东西。 

参考文献： 
[1]朱瑛，《对新标实施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小学管

理，200 
[2]张艳奎. 《怎样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J].读与

写,2012 
[3]邹俊. 《历史教学之我见》[J]. 速读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