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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历史教学人性化课堂设计探析 
◆黎克才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中学）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深入，核心素养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了能全面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让学生成为全面型人

才，教师需要把握好每一门学科的个性化教学。高中历史教师应根据课

堂“人性化”原则和高中生的学习特性改变教学方式，通过教材内容的

再优化和课堂活动的多样化，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中得到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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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要求教师在教学过
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让
学生在更加自主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知识并学会运用知识。人性化
课堂就是应新课程改革要求而生，在人性化课堂活动更加贴近学
生的兴趣爱好；课堂活动涉及的教学内容也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
水平和心理发展。在人性化课堂教学中，学生占据课堂的主要位
置也让学生的学习态度有所改变，在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的
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生活实践能力。结合多年教学经
验，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怎样构建高中历史人性化教学
课堂。 

一、通过多样历史材料，提升学生的历史批判性思维 
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不仅是教师的工作任务，也是学

生的学习任务。在历史知识的学习中，为了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
真相，不被普遍认知所误导，学生需要自己收集整理相关历史资
料，然后进行逻辑推理，在思考与实际资料中发现历史的真相。
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让学生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
让学生从多角度切入历史事件，既帮助学生拓宽了历史视野，也
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历史《戊戌变法》的课程教学中，教科书
上的内容多主要是在描述戊戌变法的爆发的背景、过程以及影
响，缺乏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解析和探索。但是如果学生认真
收集戊戌变法相关历史资料后会发现，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仅是因为封建势力的阻拦，还存在着时代背景等客观因素。为
了培养学生的历史事件批判性思维，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之前给
学生布置课前预习，让学生在预习中自主搜集相关资料，从多角
度切入戊戌变法，使学生能更全面地看待历史事件。 

二、以新课标要求和考纲为指南，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空间 
在历史教学中多存在教材内容繁杂，学生无法抓住学习重点

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教师需要在备课环节注重以新课标要求
和考纲为指南，分析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以及难点，精简教学
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课堂的教学效率。 

例如在进行“辛亥革命”的教学时，在教科书中提到了让学
生阅读“同盟会成立后的武装起义”和“保路运动”等相关资料，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历史背景。教师可以将“武装起义”
放在“时代背景”的子目录下简要带过，“保路运动”放在“武
昌起义”的子目录下简要介绍，不必具体展开，因为这两个内容
对课堂主要内容教学影响不大。精简内容是为了让学生节省更多
的阅读时间，让学生将精力放在核心内容的学习上，以拓展学生
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 

三、课堂角色扮演，提升学生历史课堂体验感 
为了创设更加生动形象的课堂情境，教师可以根据历史事件

当中的不同人物给学生安排不同的游戏扮演角色。有条件的还可
以增加表演道具，增加表演的真实性，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真切
体会在历史事件发生时，历史人物的可能思考方向以及情感，从
而全面理解历史问题。历史情景的再现，也会让班级上的其他学
生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现象的表象和实质。在表演过程中，教师
还要鼓励学生进行评价和提出质疑，因为在角色扮演的学生并不
一定了解历史实情，而通过其他学生的反馈可能得到纠正。在纠
正错误的过程中，不仅可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还可以激发学生
的好胜心，让学生养成课前认真预习的好习惯。在这样的课堂活

动下，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增加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探析也
增多了，学生的学习心境也将朝着良好方向发展。 

四、学生活动设计与认知水平相吻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
力 

高中生认知水平趋于成熟。为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认
知优势，利用学生的自主性来发展学生的思维，在设计学生课堂
任务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现实以及相关知识进行自主思考。
例如在“美苏争霸”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不用过多阐述教材内容，
而是应该让学生掌握课堂主导权，给学生一定的历史背景资料，
让学生结合资料内容和现实去探析历史事件的表象与实质。这种
在学生认知水平范围内的思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五、利用教材图文，激活学生思维潜力 
在关于“同盟会”的历史教学中，可向同学们展示“同盟会

党员证”的图片，指引学生在图片中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土地”的字样。再让学生在文中找到同盟会政治
纲领，文字与图片上的字样相呼应，加深学生对同盟会的宗旨的
印象，然后引导学生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去理解同盟会的宗
旨。学生在观察图片的同时，加深了同盟会宗旨的印象，在教师
的引导之下很自然地将宗旨分为两个部分，并快速得出其纲领的
主要内容。 

又如在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里程碑意义时，教师可
以进行逐步引导，先让学生阅读教材上的相关“资料卡片”的内
容，完善学习的背景知识，同时让学生谈一谈对“专制走向民主
主义”的看法，让学生对民主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同时也可
以让学生阅读“知识链接”中关于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失败的相关
资料，让学生理解“民主共和”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对教
材上图文资料的充分利用，可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历史视野，让学
生有更多灵活的思考和感悟。 

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学生的知识储备相对较完善，知识架构
已趋于成熟，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把课堂主导权交给学
生，让学生进行更多的自主学习。在学生遇到难题时，教师不是
直接给答案，而是及时进行指导即可。设计更加人性化的课堂教
学模式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发展学生的个性，让
学生在自由的学习氛围中培养历史核心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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