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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实践与反思 
◆余  梅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九乡镇富庄初级中学） 

 
摘要：进入课程改革进程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当前国家和社

会的飞速发展决定了教育不再是单纯应付考试和升学的工具，学生也不

再是流水线上的“填鸭”，结合历史学科而言，就是要将探究与实践融入
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故此，本文根据作者实际教学活动中发现的问题以

及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对于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实践和反思。 

关键词：初中历史；实践；探究；反思 
 

 

一、历史探究性学习的重要性 
初中时期是一个学生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一个学生学习生涯

起承转合的重要时期。是每一位初中阶段学生和初中老师都应该
珍惜的时间。一方面来说学生们需要放弃掉在小学阶段养成的启
蒙式接受方式和学习方法，另一方面初中阶段是一个为高中乃至
大学更高层次研究打基础的阶段。与此同时，历史学科是在初中
学习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理科课程，因为历史不但在所有文史科目
当中有涉猎，同时历史也对其他科目知识体系的形成有着极大的
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培养学生们深究
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究精神。 

二、历史探究性学习的具体策略 
1.建立效率高，节奏紧凑的教学理念 
教学需要发散思维，尤其是像历史这样知识体系庞杂的学

科，但还是要以教材大纲为基础。尤其历史学科教学时间不长，
但教学任务很重。所以发散教学不是简单的寓教于乐，而是一种
促进教学效率的手段。而要想做到历史探究性课堂的高效率进
行，需要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的配合。首先要在每节课结束时对学
生安排预习内容，让学生们在课前对所讲知识点有一个基本的认
识，这样在课堂上就会省去很多的启蒙开导教育的时间。同样，
作为老师，也必须将教学内容完全熟练，将教学进度每一步的所
需预留时间计算到精确。杜绝一节课上有几分钟没事干的局面，
更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教学计划。 

2.优化教学内容的导入工作 
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半。创设好的历史情境引入课堂，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
我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每天上课都在课前为学生们准备一项“历
史上的今天”活动，这样首先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并且由此引出
课题，使大家今天所学的知识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由此进入新课
的学习内容。  

三、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文章分析中常常会出现“融情于景”这四个字，而对于历史

教学，我们也主张融情于书，将学生的情感与初中历史学习紧紧

相融。例如，学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老师可以让学
生提前预习课本，并查找自己感兴趣的那段历史内容的相关资
料，然后在下次课上，让学生分享自己查阅到的历史资料。通过
这种学习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又能使学生对这段历
史有更深刻直观的感受，促使学生思考抗日战争的发生原因以及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残酷局面，从而培养学生的横向思维能力。这
种教学方式才是真正的培养了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将
教师的思想传递给学生。  

四、搭建对话平台    
教学是双向的，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为学生构建一

个对话的平台，有交流才能让学生真正地学到知识。而在初中历
史教学中，则要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发言的交流平台，充分激发学
生的思维，将历史变成一个“活着”的说故事的老朋友。例如，
在北洋水师同日本的海战这一章节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
还原当时的战况以及旅顺军港覆灭的场景。这种用史料说话的教
学方式，就像是一个参与这场战争的老兵在娓娓道来，而学生在
听课的时候，情绪就容易被带动，就会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感，从
而产生努力学习、保家卫国的热血情怀。  

五、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  
现如今教学方式不该再是简单的听说讲，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采取悬念式教学法或者故事性教学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寓教于乐，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愿意独立自主地学习，培养
学生自主思考的学习习惯。例如，在初一的历史课本中出现的“社
会变革和国家产生”这一章节，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可以带动学生
一起参与课本教学，比如向学生提问：“在你们的心里什么可以
称之为孝？”并让学生讲讲自己身边关于孝的故事，在学生的学
习兴趣被激发的时候，顺便拓展课外知识将春秋时代郑庄公黄泉
见母的故事教授给学生，由此让学生对郑庄公产生深刻的印象，
这时再进行书本知识教授，学生自然会牢牢记住关于春秋小霸王
郑庄公的各种相关历史。  

结语：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
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除了要求每个学生个人自由全面
的发展以外，更是对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提高全体学
生的科学素质，满足每个学生发展”的基本需求，因此培养拥有
探究性学习能力的同学是我们作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
务，故此，我们在教学中要着重发掘同学们探究性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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