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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多媒体构建高效初中历史课堂 
◆李广宁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七中  山西朔州  037600） 

 
摘要：使用多媒体技术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可以满足初中学生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促进他们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何乐而不为呢？利用多媒

体设备，在相关内容的补充、授课手段的更新、有效策略的实施上多做
努力，代替灌输指导后，能够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扩大他们的想象空

间，一举数得。我们教师应做有心人，借用多媒体实现有效教学，构建

高效课堂的同时培养学生突破自我、完善自我、挑战自我，相信，初中
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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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统的教学模式单一、固化，不和谐的师生关系，直
接导致了教学质量变差，互动效果不尽人意。教师总把自己的想
法强加给学生，不考虑实际情况，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构
建高效的课堂，学生思维不够活跃，学科成绩的进步空间自然有
限。新课程改革后，初中历史教师摒弃了传统的教学观念，重新
明确了多媒体指导下高效课堂的构建价值，具体实践中，始终坚
持“以生为本”和“因材施教”，教学效果非常不错，下文做了
具体总结。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历史是初中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虽然不像语文、数学、英

语等学科一样，在中考中占的分值较大，但是，学好了历史知识，
感悟了历史文化，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1]。
不同学生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他们之间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
思维习惯都有差异，教师采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后指导他们
一边思考一边研究，一边想象一边创新的话，是最符合初中生认
知规律的，带领他们走进历史时空，思维充分活跃起来。如学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学生渴望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战败”
这部分历史的全过程，但苦于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事件众多，教师
口头上难以把众多历史事件的头绪表述清楚，学生对多线条下的
历史事件很难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2]。如果教师借助多媒体从
几个角度设计课件，条分缕析，给学生以线条式的引领，学生学
习时就会感到思路清晰了。教师可以把学习内容设计成几个视频
片段，表现事件的因果变化情况。视频一，原因：（1）国内。毛
泽东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全国人民反
抗日本侵略者斗争风起云涌。（2）国外。1.前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2.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两颗原子
弹，这两个岛几近毁灭。视频二，经过：日本国内，首相铃木歇
斯底里地叫嚣要“本土决战”，垂死挣扎、负隅顽抗；中国人民
全民抗战，前苏联、美国给日本以沉重打击。视频三，结果：日
本首相宣布无条件投降，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外相重光葵不得不
垂头丧气地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艇上签署投降书。以这样的
方式进行教学，学生一方面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还会在
头脑中形成条理深刻的印象，教学会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二、深化知识，丰富内容 
历史地图是历史课堂的重要资源，是历史教材内容的有效补

充，相比于文字，更能体现出历史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进程。对于
历史地图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学者早已提出“置图于左，置书于
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重要方法，也为现代历史学习指明
了方向。教师在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读图识图的能力，地图在一
定程度上释放的信息比文字更有说服力[3]。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
动态的历史地图，学生结合教材内容，共同分析历史事件的前因
后果与进程，更好地理解教学重难点。这里以《甲午中日战争》
教学为例，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
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却让日本国力更为强大，跻身
列强，是近代史的重要事件之一。在教学中，教师运用多媒体播
放《甲午中日战争形势示意图》，配合教材解说战争进程，并邀
请有能力的学生上台讲解阶段性进程内容，通过观看地图了解战
争中日军进攻的方向，知道日军的侵略野心，明确这场战争真正
发动的原因；通过观察战争双方态势，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说北洋
水师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进一步明确清政府的腐
败昏庸无能已经注定这场战争惨败的结局。此外，还可以运用地
图进行对比学习，如在学习世界史知识新航路开辟时，可以对比
中国古代史知识郑和下西洋，用多媒体展示两幅动态地图，引导
学生从中对比两次事件的根本区别。 

三、思想教育，品德培养 
由于初中生心理承受力较差，模仿能力强，他们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形成，加之受现代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和
各种影视片的影响，在这个时期最容易使他们的心理发生变化。
所以培养初中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道德情操是历史教学的重要
任务之一[4]。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紧扣初中历史教材，
多挖掘一些德育方面的知识，并运用多媒体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
教育。如看看一些历史图片、观看一些爱国教育题型的影片和一
些道德方面的纪录片，使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和热爱祖国的思
想，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善与恶、真与假、对与错、美与丑的含义，
使学生逐步地确立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结语 
总而言之，多媒体并不是独媒体，能把多媒体跟其他传统教

学手段有机结合得很好的课，才是真正的多媒体教学课。教师需
要将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有效结合，灵活运用，在活跃课堂气
氛的同时，也不乏让学生喜欢自己的课程，从而牢记知识，提升
学生兴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望笔者的一些见解可以帮助
大家共同进步，为教育事业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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