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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意识培养的对策 
◆房翠芳 

（安徽省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  236800） 

 
摘要：初中历史是一门重点学科，就是要引导学生认识历史，感悟历史，

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情感，在内心上产生触动，从而逐渐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形成积极正确的情感意识，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在核心

素养视角下，初中历史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情感意识，应该始终坚持以

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要注意寓情于理，可以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还

可以通过表演的形式再现历史情境，这都有助于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本文主要研究了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意识培养的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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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育人教育在初中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育人教育中，对学生情感意识进行培养，形成积极的情
感取向和正确的价值观不容忽视。初中历史作为学生理解过去，
映射未来，感悟时代变迁，培养爱国情怀的课程，可以提高学生
情感意识，树立正确价值观。因此教师应该转变教学方式，以学
生为主体，在知识传授的同时，还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意识培养，
实现学生在德才和知识的双丰收，促进历史核心素养得到有效的
培养和发展。 

1 以生为本，注重互动和民主 
新课程背景下，初中历史教师应该注重对自身的教学理念和

和教学进行不断革新。一方面，注重互动的授课方式。某些历史
教师的知识储备充足，备课也比较充分，但是单方面地讲演授课，
导致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却不能主动地理解认知，同时教师也不
能清晰认识到学生的疑惑所在。因此，教师应该以学生为主体，
多组织学生讨论、学生提问、师生问答等环节，在授课过程中增
进与学生的交流。以“我们的祖先”为例，教师在教授人类的起
源、我国境内的远古人类及特点时，可提出问题：“同学们，你
们能想象并描绘原始社会北京人每天的作息吗？”调动学生的思
维积极性，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人民智慧的敬佩之情。另
一方面，重视民主的授课形式。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
化形式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学生对历史有着不同的评价，教师
应该重视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是非观念[1]。以“秦王
扫六合”为例，在对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应该采取学
生自己思考、寻找答案的方式，训练学生的是非观念。比如通过
正反方展开辩论“秦始皇是一代明君，还是千古暴君”，列举具
体事例，比如统一全国是“功”，焚书坑儒是“过”，所以应该全
面认识和看待秦始皇，从而提高学生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 

2 寓情于理，培养情感意识 
历史课不仅富含历史知识，通过教师教授学生进行学习，同

时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反映古代人民
智慧、文化、汗水的结晶，将历史道理“古为今用”十分重要[2]。
因此作为历史教师，历史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第一要
义，史学可以提升人民综合素质，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七年级
教材围绕中国古代史展开，例如，中国四大发明，司马迁忍辱编
写《史记》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应该传授相关的知识，
同时要引导学生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民族精神；在八年级的中
国近代史教学中，对于侵华战争，教师不应该片面地授课，更应
该带有感情色彩，强调列强敌军的野蛮霸道，突出中华民族在艰
难的历史发展阶段顽强拼搏，最终取得胜利。从中培养学生的历
史责任感，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谛，培养自强不息，奋
发向上的积极品质。九年级的古代史教学中，在授课时应该强调
全球一体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对外开放，将文化渗透在
世界的平台上，并尊重他国的文明成果，才能真正提高综合国力，
以此培养学生开拓创新，解放思想，促进思想多元化，文化多样
化。 

3 情境教学，知能并举 
历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努力形成学生“穿越”到过去，

体会古代人民生活方式的氛围，以培养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提高

学生对生活的体验以及情感的表达。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故事的方式完成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对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有着较为连贯、具象化的理解；其次，教师可以通过设
置历史情境的方式，让学生置身于历史环境中，从而达到渲染历
史学习氛围，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古代与当今
的串联，联系当今的社会环境思考古今差异，从而培养学生多角
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将繁杂的知识，繁重的记
忆通过故事线和今夕对比中串联起来，实现知能并举以及创造性
学习的目标[3]。以“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例，教师可以通过设置
问题的方式开辟情境，要求学生想象丝绸之路上商人的苦乐，让
学生认识到贸易的艰辛，以及安逸生活的来之不易，进而联想到
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政策，明确国家之间往来和合作的
重要性。 

4 角色表演，再现历史情境 
当前很多初中生在看待历史和社会的过程中，总是喜欢当今

或者自我的角度去评判和衡量，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历史背景
和所在立场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所以要想培养学生正确
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应该让他们真实体验当时的场景[4]。教师在
运用体验式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满足学生活跃好动、喜欢表演
的特征，通过组织情景剧表演，设定不同的历史角色，在表演的
过程中再现历史情境，从而获得更为真实客观的历史体验。例如
在“清末变法图强的尝试与文教革新”这一课的教学中，就可以
组织学生编写维新变法运动的情景剧，演绎公车上书、光绪颁布
诏书、戊戌六君子就义等几个场景。学生在扮演历史人物的过程
中，真正体验到了人物角色的心理，学会了站在历史角度客观思
考历史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初中教学阶段一门相对较为重要的学科，

对学生情感意识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从培养学生的情
感意识角度出发，初中历史教师应该转变授课方式，真正以学生
为主体，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促进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让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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