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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历史教学中微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梁晓娟 

（大同市第三中学  山西大同  037000） 

 
摘要：在当今信息化教学的大环境下，微课程集声像图文于一体，是一

种非常优秀的辅助教学方式。它按照了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常用的规律，

去打破了常规的课程设计，把学生学习所需必学知识点细化分解，构成
了一整套包括学习目标、学习方法、课程资源、课后作业、师生交互等

等在内的优质微型信息化教学课程体系。经过微课程的革新，不仅学生

们提高了学习效率，教师还能做到唤醒课堂教学的奇效，可以使得原本
略显沉闷的历史课变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让学生更加热爱学习历史，

了解历史。所以本文针对初中阶段历史科目教学的微课程的课堂实际情

况，对历史微课程开发与应用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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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初中历史“微课程”的原因 
通过我的多年实际教学经历，我对初中历史“微课程”设计

的探索有一定的观察。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观察中，我发现有一个
显著难点：总有一个不仅老师教学也艰苦，学生还学得最迷茫的
时候，那就是每年到了初三临近中考的冲刺复习阶段。教师在此
时出现的难点是因为整个初中阶段六本书的历史学习，知识量又
多范围又广，如果没有教参的情况下，教师们通常自己凭借自身
能力去设计专题带领学生复习，比较随意，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
情况，也没有系统的学习方法。 

而令学生陷入迷茫的原因是，老师凭借自身多年历史教学经
验可以展开很大的知识网，常常把横向与纵向去联系结合着来教
学，这样虽然能够精准全面的讲解知识点，但是学生对历史的理
解肯定不如教师，很难做到一遍就能听懂，但课程时间是固定的，
教师没有办法反复讲解其中一个专题或者一个难点，而到了课
后，学生不仅课上一知半解，课后复习又缺少材料，所以学生学
得更迷茫。所以，如果在中考复习中使用了“微课程“，那么这
个难题将迎刃而解。 

二、设计初中历史“微课程”的过程 
历史这门学科涉及的知识点不仅繁多，而且时间空间跨越都

很大，所以学习难度很高，使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复习时常常感到
很吃力，让他们清楚地记住繁重的知识点非常困难。但是微课程
能使得这一切大有改变，通过图片、视频、文字和详细讲解等整
合集中的历史知识点，就可以让空洞乏味的历史知识变得仿佛浮
现眼前般实实在在，有血有肉。而学生也可以心旷神怡的在这个
比常规学习更为放松的鉴赏过程中，更容易记忆住相对应的学习
内容。 

著名教育家吕叔湘先生说过，“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
因为他把课教活了。”我对这句话深以为然。就比如初三历史专
题复习日本史的时候，我根据中考历史《考试说明》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设计了三个展示厅。第一厅是日本国内史，第二厅是中
日关系史，第三厅日美关系史。在展厅设计中，图片、音乐和视
频和等多元化的教学材料让沉重的历史栩栩如生的浮现在大家
的眼前，尤其是在第二厅内讲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悲壮的音乐和
图片烘托着课堂氛围，大家都感受颇深，我还看见有几名学生偷
偷抹了眼泪。这样情真意切的学习过程如同带领着学生亲身经历
或者像是去历史博物馆实地参观展览一样，学生们学习的津津有
味，并牢牢的掌握住了知识点。 

“闻其声、临其境”，通过这样如同设身处地般优秀的学习
方式，不仅做到了激发学生高涨的学习热情，而且更加有利于学
生对一系列知识点的记忆强化和把握，这样就能很容易的实现学
生构建整体正确的历史观。 

三、设计初中历史“微课程”的技巧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

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
所以在课堂上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在《汉
武帝推进大一统格局》这一课中，只用语言去描述推恩令的内容
是非常苍白而无力的，但是我们使用微课程去进行课程内容优

化：把汉朝初期时地图里面各个郡县与诸侯王的领地用不同的颜
色来区分开，然后再显示出汉武帝下达推恩令以后，诸侯王的领
土由课程内容的推进演变，土地色块颜色一步一步转变成了郡县
的颜色。用颜色的变化，学生们很快就理解了推恩令的内容。并
且在学生掌握以后设问：“请你想象，如果你是汉武帝/被削的诸
侯王/新封的诸侯子弟，你想说……”让学生们通过换位思考去
体验历史角色的处境，进而深入理解推恩令。最后让学生自己去
得出结论：推恩令不费一兵一卒，轻轻松松就将诸侯国的诸多势
力大幅度削弱，使得汉武帝进一步的实现了大一统地位。课堂上
让学生培养自我主人翁意识，让他们主动踊跃参与，热爱探究，
群体的头脑风暴可以迸发出意想不到的思维火花，在学习中一定
收获颇丰。 

另外对于微视频方面我也有一点方法，对于其完整性，在片
头都应展示标题，以及交代涉及的详细内容，并且应该在片尾陈
述结束语。要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在课件的编辑过程中就
要适当而又巧妙地加入与课程相关的视频、音乐。比如在讲到我
国近代史中被侵略以及最后解放的这一沉重历史过程，我会使用
强烈地背景音乐去渲染课堂气氛，让学生在学习中去感同身受，
不仅学会知识，还培养了其共情能力，也同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
这一目标中实现升华。 

关于录制视频，老师应当先下载一款视频软件，简单基础的
就可以，然后学习一些基本的视频剪辑操作。当一切准备做好后，
就能够开始录制了，录制时，老师们要注意语速不要太快，以免
学生听不懂或者听不清，尽量口齿清晰语言流畅。提问时，要停
顿一会，给出合适的让学生自己去思考的时间。不用太过心急，
因为一段视频录制成功的背后一定都有很多次的尝试或重来，但
只要用心，一定能录制出满意的成果。 

在视频的最后，我认为应该提出每个微学习视频的知识点，
并设置相关问题，让学生学会边思边学，边学边思。视频最后可
放相关中考在线题型链接，让学生课后温习相关知识巩固理解。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多年来对初中历史教学尝试中，深刻地感受

到了微课程处理重难点问题的种种好处，我受益匪浅。而且在学
生中也反映良好，微课程的多元化学习方式能更全面地满足他们
不同的学习兴趣与要求。这将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相信
随着电子产品与无线网络迅猛的发展过程，微课程的便捷化学习
方式一定会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微课程定将成为诸多学习方式之
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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