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总第 202 期） 

497  

教育科研 

插图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独特作用 
◆周平四 

（合肥市长丰县城关中学  安徽合肥  231119） 

 
摘要：插图是历史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必须重视对历史插图的研

究，发挥其在教学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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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对历史的认识大都从感性认识开始，尤其是初中学生
在记忆内容方面，具体形象识记仍占主导，抽象识记正在逐步发
展。这就决定了直观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意义。历史教科书中插
有大量图像，有些是彩色的，有些是黑白的，除历史地图外，还
有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文化遗迹等多方面丰富多彩的照
片、图画和示意图，它不仅是对课文内容的补充，而且发挥了教
材中文字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并以形象生动、直观的方式表达丰
富的历史信息，形象地再现了过往的历史，给历史教学提供了宝
贵的形象素材，给人以鲜活的立体感，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想象、思维、分析、综合
等方面能力。 

一、创设情境，设疑激趣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专家布鲁纳说过：“对学生最好的刺激，

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有了兴趣，才能产生某种憧憬和追求。
在教学中利用教材的插图创设生动、形象的历史情境，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科学、准确地把握图画内涵的前提下，要
运用生动、精炼、直观的语言对历史图画进行细腻描绘，将学生
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如《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一课，利用多媒体把整幅《清
明上河图》搬上银幕，同时进行配音解说。学生在优美的音乐中
追寻着历史的足迹，看到了宋朝汴河两岸的风光和繁荣景象，耳
边仿佛听到了街上小贩们的叫卖声，再配合课文中的几幅插图和
设置的相关问题，使本课的知识点很快得到了落实。 

二、简单实用，导入新课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新课导入是一节课的开始，

也是一节课成败的关键。利用插图导入新课，可谓形象直观，学
生喜闻乐见。比如，在讲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下册第 15 课《明朝
君权的加强》时，首先让学生对教材提供的朱元璋画像进行描述，
接着出示朱元璋的另外一种画像，同时进行说明。朱元璋的相貌
一说其方面大耳，慈眉善目，胡须稀疏，面白细润，身穿龙袍，
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一说其脸颊狭长，立眉深目，大耳隆鼻，
胡须浓密，脸上长满了麻子，可以说五官不正，相貌丑陋。究竟
朱元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登上皇位，在位时又采取了
哪些措施来加强君权？这样通过利用教材的插图，简单自然地导
入了新课，诱发了学生急切了解新课内容的求知欲望。 

1. 利用插图，培养观察想象力。 
教材中的插图有不少是漫画图片，而漫画最具有形象性、生

动性、趣味性和教育性。它蕴涵着深刻的寓意，给人以无穷的历
史韵味，不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兴趣，而且是培养学生
观察、想象、思维、分析能力的珍贵教学素材。如《辛亥革命》
一课，讲同盟会革命纲领与三民主义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对
照讲解的同时指导学生看课本插图雄鸡一唱天下白，图中竹叶由
三民主义的某个主义四字组成。先让学生仔细观察竹叶组成的特
征，想象其涵义，再进行讨论，你一言我一语，学生很快说出是
族字，即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
思想。这样加深了学生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又如，讲武昌起义时，
利用课本插图.野火烧不尽，让学生注意观察图中人物形象、人
物神态、周围环境等，以准确地获取有效信息，最后通过讨论深
刻理解其寓意。这样，学生的具体感知与联想思维紧密结合， 形

成了一定的历史概念，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了教材内容， 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想象能力。中国现代史中董希文的开国大典.，
它艺术地记录下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那一瞬间激动人心的历史，
完美地再现了新中国诞生的辉煌。引导学生仔细品味此图， 便
会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之感，学生的历史想象能力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 利用插图，培养学生思维分析能力。 
比较法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有鉴

别，才能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特点。在教学中让学生把具有共同
主题或表示共同内容的插图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
向广度、深度发展，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和培养历
史思维能力。如，在讲北宋东京城.时，让学生把唐长安城和北
宋东京两幅图进行比较，通过仔细观察，学生发现了两座城的不
同点，并得出宋代都城商业繁荣超过了唐代的结论，从而培养了
学生运用对比方法观察历史事物的思维分析能力，并学会了用发
展的观点看问题。在世界历史.第二册中，关于《 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节。可让学生先对比本课中的两幅扇形
图，会很自然地得出美、德经济发展迅速，英、法相对缓慢的结
论; 然后再引导学生观察两幅柱状图，又很容易地分析出英、法
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从而加深学生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
平衡性的理解， 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 

三、化难为易，突破要点 
针对教学中的一些重点难点知识，尤其是抽象的知识，如果

离开插图教学，往往重点难以突出，难点不易讲清。教师运用插
图进行适当的补充说明，则可以化难为易，化抽象为具体。 

如在学习元朝行省制度前，可以先出示汉唐版图和元朝疆域
图进行比较，强调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为了进行有效管辖和统治，
元政府建立行省制度，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指导学
生在地图中找出中书省和其他 11 个行省，指出行省制度有利于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对后来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提问我们
处于什么省？从而理解“我国省级政府设立始于元朝”。如“洋
务运动为何未能使近代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是中国近代史学习的
一个重点又是一大难点，使用八年级《中国历史》上册“洋务运
动”内容中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插图就可形象地浅化这一重难
点，教师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
津机器制造局在外观上是中国封建传统宫殿式建筑为主，又加上
了一些西洋式厂房和高大烟筒，对此教师可加以启发，由学生思
考这一建筑的特点是什么以及与洋务运动在本质上的相似点，即
洋务派只不过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枝芽嫁接到了满
清封建主义腐朽的病枝上，又怎能“师夷长技以自强”，学生在
这种形象类比的轻松一笑中，深刻地认识了洋务运动的本质所
在。 

四、资源整合，优化复习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插图作为考试内容中一个重

要板块已不容置疑了。利用教学插图来复习历史知识，不仅能起
到很好的巩固作用，还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
很多时候，一幅插图可以反映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知识点，而
多幅相关插图放在一起则可以反映几个相似或相关的事件或知
识点。结合运用不同历史阶段相同方面的图，来加深对历史知识
线索或专题的理解。例如，中国近代史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
中国开辟通商口岸，破坏中国的贸易主权、领海主权、内河航运
权，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主要内容。教师可
以让学生综合比较地图册或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划分势力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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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示意图》（《马关条约》的内容可以结合此图分析）等图。通过
比较可以看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辟通商口岸的特点是：从东
南沿海到整个沿海地区，从沿海到长江中下游，直至西南内地。
总的来说就是步步深入。把以上信息放到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中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大量的商品输入一方面造成白银外流，给中国带来灾难；另一方
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
义就是诞生在最早成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近代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既有恶劣的消极作用，也有客观
上的积极作用。 

五、以图铺路，培养历史审美感 
课本中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艺术欣赏价值的图片， 

如人物图、文物图、复原图、遗址古迹图、艺术珍品图等。这些
图片与课文内容紧密结合，图文并茂，烘托出浓厚的历史审美气
氛，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加深学生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的亲和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欣赏图片，培养学生的历史审美感，
提高艺术鉴赏水平。如，讲《唐朝手工业发展.时》，结合课本“唐
三彩骆驼载乐佣 ”和“唐代花鸟纹锦” 彩图，使学生在欣赏的
过程中体会劳动创造了美，培养了历史情趣，感受到唐代丝织业

技术水平的高超，认识唐三彩造型美观，釉色绚丽，是世界工艺
的珍品。并鼓励学生谈感受，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
总之，插图教学在历史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教
科书的辅助材料，而且是实用性极强的直观教材。课堂教学中合
理、有效地运用插图，在培养学生兴趣、激发学生热情、发展学
生历史思维能力等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我们应改变当前历史教
学中“重文轻图”的思想观念，深入探讨利用插图培养学生能力
的实现形式，这样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无疑将为提
高中学历史教学水平开辟一方新的天地。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插图不仅是教科书的辅助材
料，而且是实用性极强的直观教材。插图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可以帮助学生以较感性的方式接触历史知识，是培养学
生主动参与、获取历史信息、主动探究能力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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