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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课堂下的初三历史二轮复习 
◆程露晞 

（深圳市宝安区塘尾万里学校  518103） 

 
初三的历史复习课总体规划将有三轮的复习安排。4 月份我

们结束了第一轮结合教材对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复习，进入
到第二轮的专题复习当中。不同于第一轮按照时间顺序对知识点
的细致解读，第二轮的复习则从一个主题出发，涵盖了专题相关
的知识点。这一种复习方式结合中考考点，引导学生把基础知识
串联起来，对知识进行重新整理归纳并且使之规范化、系统化。
它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历史现象的发生原因、发展过程及产生的影
响，培养学生归纳、比较、分析和概括等能力，对学生理解综合
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有很大帮助。 

一、专题复习课存在的普遍问题 
尽管我们的计划和安排是基于学生的能力发展需要，但是在

实际操作中也要避免复习课存在的普遍问题。首先，从老师自身
来说，专题复习课很容易流于表面，简单的照本宣科，说重难点，
然后学生大量练习。这种复习方式对于自觉性较高的学生较为适
用，他们能够自己查漏补缺，自主学习。但大多数学生会浪费课
堂时间，陷于听不明、想不透的困境中。 

其次，有些老师会跟着课件，充充足足的讲完一节课。这节
课看起来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但学生究竟掌握了多少，无从了
解。这一教法 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层次，优生的思维没有得到开
发，后进生也缺少自己消化的时间。我在历史复习课中也常常陷
入这样的困境中，归结起来 主要的问题还是学生的自我能动性
激活不够，课堂没有以学生为主体。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生本课堂 
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这个观点的虽然是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提出来的，但放在今天依旧有深刻的意义。“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不能满足为了给学生多少
水，而是把学生引向水源。学生为本的课堂是这一理念很好的诠
释。生本课堂的基本教学特点是高效、健康和快乐，就是依托生
命本能，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课堂。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是课
堂的中心，而是学生学习的资源。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帮助下自主学习获得进步和成长。所以打造这样的课
堂势必要对传统的教学进行改造。就拿我们刚刚教授的专题复习
课来说，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地位不言而喻，我们希望透过政治制
度来编织中国史与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相交叉的知
识网络。 

在正式授课之前，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
是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政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不同的自然环
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人类历史发展
的演变也带来政治制度的改变，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
步，总的趋势是专制走向民主，人治走向法治。历史解释是历史
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含义对于学生未来
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1.问题引导，发散思维 
生本教育的理念之一是：先学后教，不教而教。因而在复习

课上，要抓住教学内容的基本脉络和核心知识，培养学生发散性
思维。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设置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激发学生求知欲
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 

政治制度对于初三学生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词语。我们在了解
了概念含义之后就需要学生结合学过的知识自己思考有哪些是
政治制度，并找到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历程。课堂上我给学生自
主学习学案的时间，让他们通过查找教材，结合学案、提纲，基
本上能够将我们已知的政治制度的一一列举出来。 

有学生当堂就提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哪
一个是政治制度这一问题，我就重点讲解这两个概念让学生加以
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指的是
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涵盖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方面。
而“君主立宪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典型的政治制度之一。有
了这种思考与发问的过程，比单纯教师的讲述要高效得多。 

2.落实基础，重难点点拨 

课堂教学探索不是空中楼阁，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要落实
在课堂中，实践于每一节课上。我们的课堂主要遵循：课前作业
（对照复习提纲完成）—课堂自查—教师讲解（对照教材图片／
引用史料等）－课后巩固提升，这几个方面。 

课前的作业是针对专题而设计的经典例题，并搭配史料引
导。结合中考的实际要求，历史教学必须落实到实处，而课堂又
需要体现高效性、学生主体性。因而前期的练习指导是非常重要
的。知识点繁多而细致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老师在面对众多
的学生时，可以提前批改课前练习，找到学生的薄弱环节，并且
针对薄弱环节在课堂上进行重点反馈。 

学生在课堂上就免于简单性重复，而是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
纠正错误内容或是自己阅读教材、辅导资料加深巩固。这就是我
们的第二环节学生自查。为了检测自查效果，老师可以在“枯燥”
的复习课上设置带有竞争性的比赛环节，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握情况。对于课前作业出现的共性问题，老师提前做好预设，并
且加以重点讲解。 

3.新题型巩固，碰撞思维火花 
论述题新题型是我们 18 届历史中考新题型。结合我们学校

学生的特点，我们将新题型的训练不单放在专门时间进行训练，
也在将专题的时候有意识的渗透。在政治制度专题当中我们就设
计了一道相关的新题型作业。学生的观点基本上都能够符合主
题，例如提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制度创新与
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等等。在论证过程中会用课堂上复习到的政治
制度如：1.科举制：2.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3.美国三权分
立的民主共和制加以论证，同时巩固了他们的复习结果。更为启
发的是结尾部分，学生通过学习这一专题学习到 1.我们要依据情
况适时调整政策；制度创新要顺应历史潮流；以人民利益出发，
确立民主的制度；需要制度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等。有了这样的新题型练习，专题复习的成
果才能够更好的巩固。 

三、总结与提高 
尽管专题复习课我们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收

获，但是还可以看到，实际课堂教学中还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首先，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自己提问，并尝试自己回答。
若有学生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老师可以再进行指导。这样可以加
强对学生的思维锻炼，提高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生本课堂
能够更好的体现。 

历史复习课上除了上面的环节，我认为还可以添加思维导图
等知识框架，帮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历史学科中的主干知识,对
历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同时对于每一课、每一概念、每一重
要知识点及彼此的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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