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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一新教材教法初探 
◆何良骥 

（重庆南开中学） 

 
现在重庆的初一学生，大多开始使用人教版的《中国历史》

教材了，这对于新学生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教师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这种挑战来自于三个部分，第一是教
材体量的增加；第二是教材结构的变化；第三是教法学法的改变。
能否很快在教学中从川教版里走出来，不带惯性思维，并且能够
迅速钻研新教材，熟悉新教法，对历史教学十分关键。 

相比于川教版教材，人教版教材的每一课的内容更多了，图
片信息也更丰富，对同一个事物或者事件的表述更详细了，总的
来说，人教版的体量大大增加了。相对于教材内容的增加，初一
历史教学的课时却仍然不变。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一课时讲授
一课内容的话，有些篇目因为内容实在太多而变得很不现实。比
如初一上册第 9 课《秦统一中国》，这一课虽然只有“秦灭六国”、
“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的措施”三个子目，除了前两
个子目内容比较正常之外，第三子目的内容就非常多了。“巩固
统一的措施”这一目包含了“文字”、“货币”、“度量衡”、“交通”
和“秦朝疆域”等几个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花大量的篇幅
和时间来讲述。整个第 9 课，光学生需要掌握的就有近 1300 字，
再加上地图、结构图、人物图等各种图表，内容就更多了。再比
如第 20 课《魏晋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这一课有“贾思勰和《齐
民要术》”、“科学家祖冲之”、“书法、绘画与雕塑”三目共 1400
多字，并配有 12 幅图片加以说明。类似的大容量课还有很多，
包括之后的初一下学期、初二和初三的教材。如何应对现在的大
容量教材，是新教材运用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有信心，其实在川教版的
教材里面，这种大容量的篇目也是有的，只不过一学期 多能遇
到一两课，所以这个问题还能很好地化解。也就是说现在遇到的
问题以前也碰到过，只不过偶然事件常态化了而已。有了这点认
识之后，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寻求帮助。那么以往我们是怎
么做的呢？第一要务是减少浪费时间的环节，比如视频、音频和
回忆等导入的方式尽量要减少，四十分钟的时间每分钟都很宝
贵，好钢要用在 刃上才行。取而代之的是简单明了但又不落俗
套的导入，能够一下子将同学们带入本课，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其次在讲课的时候，一定要重难点突出，
把握住全篇的脉络，线索清晰、详略得当，那些与主题无关紧要
的小故事小典故要大胆舍弃，要仔细钻研课标要求，开展的活动
力求简洁明了，始终围绕本课的教学目标进行各项教学活动。再
次，子目与子目之间的过渡不仅不能抛弃，反而变得更重要了，
在容量如此大的课堂里面，没有好的过渡，会让课堂显得非常生
硬，让学生学得枯燥乏味，所以要尽心打磨各种过渡性的场景。

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课堂的时间转瞬即逝非常珍贵，我们可
以把很多内容安排落实在课堂之外，指导学生做好每一课的预习
和复习，让学生在上课之前有充分的知识储备，这样会大幅度地
提高课堂效率。总之，在目前的历史课堂前中后三个时间段中，
如何抓时间提效率非常重要，本着这个意识，在备课中就要充分
考虑如何将一课的内容，分成不同的形式落实下去，也可以将一
般内容落实在学生的预习中，课堂上用于理线索突重难点，做到
有的放矢，打造高效卓越课堂。 

以上两个问题在实际的教学中基本上已经圆满解决了，第三
个问题可能不能完全解决，只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考验教师的
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学无定法，教当然也无定法，再者教学相
长，遇到不同的学生就必须要用相适应的方法才行。传统的教学
方法包括讲述法、讨论法、自主学习法等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当
然是有效的，特别是讲述法，更应该成为现在课堂的主要方法。 

除此之外，面对新的教材，有几个教法应该重视起来，第一
是更加灵活地运用多媒体。现在教室的多媒体比以前进步太多
了，以前的多媒体就是电脑连上一个液晶电视而已，屏幕小声音
小局限性非常的大，大大地限制了多媒体课堂运用的发挥。现在
不一样了，教室差不多都用上了电子白板，一块屏幕有半个黑板
那么大，上面可以展示的东西就多了，几乎想要展示的都可以很

好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历史教学中要 大程度地发挥这块屏幕
的作用，将抽象的同学们没有见过的东西以照片的形式显现，给
同学们看 直观的东西，绝对能够将课堂效率发挥到 大。当然，
在展现多媒体教学魅力的同时，一定要把握一个度，时刻牢记多
媒体仅仅是个教学手段，千万不要喧宾夺主，让形式大于内容，

后搞得华而不实影响课堂效率的提高。 
第二是要更加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第一我强调了讲述

法，现在又提学生的自主学习，这二者看似是矛盾的，实际上却
是相辅相成的。学生的自主学习要安排在课外，要给学生讲清楚
学习的目标、范围和形式， 好是每次能够针对不同的内容和学
生提出若干问题，如果将问题分必答、选答和提高三部分就更好
了。课后的自主学习，应当包括课后作业的落实和知识扩展两部
分。现在人教版的教材，很多内容比较深入，但是课本上往往又
只是点到为止，这些内容在课堂上没有时间展开讲，只能安排学
生课后去自主学习。总得来说，学生的自主学习必须要有指导，
教师必须要把握学生自主学习的全过程，做到学必有目标，学必
有问题，自主学习必须要带着问题去学，否则这种自主学习会没
有效果，流于形式。 

面对新的教材，面对新的学生，历史课堂迎来巨大挑战的同
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切从零开始，在研读教材、学
生、教法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将历史
课堂推向更加高效的轨道。 

以上是我们在面对历史新教材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在以后
的教学实践当中，可能还会有新的感悟和新的方法。除了这些教
学方法之外，历史作为一个小学科和中考学科，还面临这一系列
的其他问题，其中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检验学生的学习成
效。因为平时历史没有考试，半期不考而期末只是选考，这就给
我们的教学带来了困境，毕竟初中生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足的，如
果没有鞭策和检验的手段，很难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学习状
态。为此，我们准备了政史知识竞赛活动，先在全年级统一竞赛
考试，然后每个班选三名同学到年级统一竞赛考试， 后选出获
奖前十名。希望能过通过这些考试，在学生中引起学习历史的热
潮，从而推动全体学生历史学科素养的形成。 

新教材，新征程，新学期，新教法，希望在新的课堂里，将
每一节历史课堂高效卓越地呈献给学生，帮助学生学习历史知
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强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爱国主义情操、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
力、识图析图的能力、自主学习历史文献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
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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