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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兴趣，提升能力——构建初中历史高效课堂 
◆柏宏亮 

（湖南省祁阳县观音滩镇中学） 

 
摘要：初中历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课程，在广大学子的学习

生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一直以来初中历史的教学存在着

一些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历史教学欠缺对学生兴趣的引导，本文

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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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但是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却始终
成为发展教育的缺口。兴趣是人们积极地从事某种探究活动的一
种内在动力，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求知欲。
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进而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是教育界
矢志不渝的追求。而培养学生对历史科目的学习兴趣，是每位历
史教师的重点目标。 

一、初中历史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历史学习方法僵化 
中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缺乏兴趣，从而导致在学习历史的过

程中，方法单一，只靠死记硬背来完成学习任务，达到学习目标。
学习过程枯燥乏味，对历史的学习进入瓶颈，这种僵化的状态致
使历史的学习止步不前。 

（二）教师缺乏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历史虽是初中课程中的必修科目，但是并不是主科目，这就

使得初中教师对于历史的学习不够重视，更是缺乏对学生兴趣的
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学生也就只能被动的接受，
长此以往，历史的学习能力和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三）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不到位 
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互动能够提升教学的效率，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提
高学生学习成绩，往往会忽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和教
师之间产生隔阂，历史的学习缺乏必要的交流，学生得不到引导，
学习效果达不到理想水平。 

二、如何激发学生对初中历史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能力 
（一）讲历史故事，激发学习兴趣 
悠悠数千年的历史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不正是一个个不同

时代不同背景的故事么？学生对冰冷冷的课本和硬邦邦的知识
点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可是却对历史故事十分感兴趣，更能
熟练的掌握历史故事中所蕴含的历史知识[1]。例如在讲授“中国
古代四大发明”这一知识点时，讲述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
南针发明时的故事，和四大发明产生后发生的变化，来启发学生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进
而完成本节的学习。将知识点用讲故事的方式教授，更生动，更
形象，更易于学生理解，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寓教
于乐，何乐不为？ 

（二）多媒体教学，促进学生理解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学实践提供了便利，综合利用教

学资源便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课本带给学生的资源是
有限的，这时，教师就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利用好学校提供的硬
件设施来辅助历史的教学。例如在学习“秦统一六国”时，制作
PPT 展示秦国实现统一的过程，更形象的讲授秦灭六国之战、完
成中国统一的历史事件；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为同学播放与知
识点相关的历史题材的电影及纪录片等，将学生的视觉、听觉等
都激发开来，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多
媒体技术进入课堂，教师不用再单纯地依赖书本无聊乏味地讲授
历史，学生也可以通过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来巩固历史知识，从而
促进历史兴趣的培养，提高教学质量。 

（三）实践化教学，增加学习趣味 
所谓“实践出真知”，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又怎能缺少实践？

教材上刻板的无趣的知识点学生们没有兴趣，那就让这些知识和
学生们一起“动”起来。例如，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妨采取表演
课本剧的形式来进行教授。讲《春秋战国的纷争》这一课时，组

织学生扮演春秋争霸中的关键人物，模拟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通过课本剧的形式为同学们展现当时的社会现状，促使同学们理
解春秋争霸的历史背景和重要影响。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教师的讲授，而且需要自己的积极参与，只是一味的填
鸭，学生就提不起对学习的兴趣。创设一个虚拟的情景，让学生
去实践，去参与，以此达到的效果远比单纯教授理想得多[2]。 

（四）古今相结合，活跃学生思维 
历史终归是历史，学生们对于历史事件始终缺乏对背景和发

展进程的理解，这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但是现实总会折射
出历史的影子，将历史事件与当今时事结合起来就能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这一不足。例如将历史中的“古代丝绸之路”与习近平新
时代所构建的“一带一路”相结合，来讲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
一国的繁荣富强的重大作用。历史是过去，虽然已经流逝，但是
不能被遗忘，铭记历史，以历史为鉴，才是发展的正解。学习历
史理应古今结合，才能融会贯通，达到教学目标。 

（五）师生多互动，加强教学沟通 
一位合格的人民教师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只有与学

生多接触、多沟通，学生才会对老师更亲近，对学习更积极。老
师和学生也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阵营，师生应该是一个统一
体，只有师生多互动，多沟通，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更快速的培
养起来，老师的教学目标才能更顺利的实现。例如在课堂上，教
师要与学生适当交流，巧妙地设置一些有关历史的小问题，既可
以引起学生的注意，让他们集中听讲，又能让他们从小问题中体
味大知识[3]。 

结束语 
兴趣爱好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好的老师。要想使初中历史的学

习更加高效，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就要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
趣，促使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培养新时代的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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