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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生本教学模式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以《明朝的统治》一课为例 

◆唐淑芳 

（宁夏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中学  宁夏石嘴山  753000） 

 
摘要：生本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

体，不要扼杀学生的想象能力，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这恰恰是当

代中国学生所欠缺的，教育过于僵化，教育体制不知创新，在新世纪以

来，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是民族兴亡的根本，老师要学会抓住学

生的心理，充分展现老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才能展现

老师和学生良好的师生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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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历史课堂还只是停留在老师讲解、学生被动接受的环

节，初中历史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初中
历史教学方法与模式存在的现状与问题，具体阐述初中历史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新课改环境下构建初中历史的
有效策略，从而为以后的长远改革奠定基础，从而为老师和学生
构建更加良好的师生环境，让改革之路更加顺畅，让新课改之路
便得更加光明。 

一、初中历史学习的困难 
（一）畏难情绪占主导，学习压力过大 
初中历史有一定难度，而这个恰恰是中国学生所普遍欠缺的

问题，刚开始学习学生的成绩有所退步，加上家长的监督和督促，
学生的压力与日激增，各科老师不乏以成绩论英雄的，过大过强
的心理压力会让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差，物理又在考试中占一
定的比重，学生成绩提不上去，只会越学越差。 

（二）学习方法不正确 
历史课程的开设必然会让学生的学习方法受到冲击，学生会

怀疑自己的学习方法，不知道怎样去学，大部分学生没有好的学
习方法，只是为了做题而做题，不知道活学活用，只是死记硬背，
为考试而考试，学习效率大打折扣，只是顺着固有的思维方式，
没有创新，产生惰性心理，不会主动汲取知识，学不到真正的东
西。 

（三）课堂气氛不足 
对于历史的学习应该是多说、多练才能够打好基础，而目前

的教学课堂对说与练的过程并不太重视，教学过程过于教条化，
上课气氛较为死板，讨论交流的环节很少，大多时候是老师进行
独自的讲述，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不高。很多教师，尤其是年龄稍
大的教师总是沿袭传统的授课方式，这样一来则偏离了历史这一
学科的初衷。 

（四）应试教育的影响 
我国的教育方式主要以应试为主，并且应试思想根深蒂固，

从小学开始很多家长和老师对于成绩这根弦绷太紧，历史这门充
满乐趣的学科同样无法避免受到应试教育的打击，在语历史的学
习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类似于数学公式般的答题方式，引导学生
去追求所谓的正确答案，历史作为语言学科，是为了更好的学习
我国的传统文化，了解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并不是为了应试发
展。 

二、生本教育模式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下面就以《明
朝的统治》一文为例，具体阐述如何克服初中历史学习的弊端，
运用生本模式教学，大幅度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历史
的海洋里面遨游。 

（一）情景教学方式为主导 
首先对于引入情景来说，是老师设立一定的教学情境。该教

学主要是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吸引，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情境的
引入要自然、亲切，适当地留有悬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
好奇心。对于情境的设立而言，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需要老师
进行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创意准备。其次是让学生融入情境，在

情景设立好之后，需要让学生带着学习的兴趣走入教学情境。这
种教学模式在情感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形式有三种：一是老师与学
生之间，通过老师来进行情境的引导，建立一种亲密的师生关系，
促进师生之间的友好交流。而是学生与教材之间。教材是学习的
核心，是知识的精华所在，通过情境的设立能够让学生与教材建
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让学生主动的进行学习。三是学生与学生
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 亲密的，情境教学可以让学生取长补
短、相互合作、培养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在明朝的统治中，
教师可以引入中国龙的概念，由于朝代的久远性，很多东西是我
们想象不到的，把“中国龙”比作历史上的中国，让学生与历史
的距离充分拉近，再次展开教学内容，介绍明朝的经济政治以及
历史文化可以让学生有一定的代入感，让历史活起来。 

情境学习不仅仅是一种学习形式，也是一种学习的辅助工
具，通过情境的设立来达到理想的学习状态，改变学生对于学习
的态度，由以往被老师要求的被动学习发展至自己主动去学习。
教学情境的设立也需要进行一定优化创新，始终让学生对于历史
的学习持有热情。 

（二）小组合作共同学习监督 
在学习该篇课文的时候，小组之间应该明确分工一起预习，

整理出该章的知识重点脉络，在上课的时候更加能够跟上老师的
步伐，教师要设立一定的奖励机制，表现好的小组可以给与适当
的奖励或者口头上的表扬，这会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学生学习成绩
不断提升，在上课过程中，根据书上所介绍的知识点，比如明朝
统治者的更替情况来检验学生的预习结果，由于历史本身具有一
定的趣味性，学生会很乐意去找寻答案。在实际的教学授课中，
鼓励学生进行大胆交流不仅可以使学生之间的思想发生碰撞，还
可以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学习热情，对于学生的表达能力都有极
其积极的影响。只有教师与学生多沟通多交流，才会让学生能够
清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学生自然而然的开口，才会引导学生
进行提问能力的培养。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一定是平等的，老师在
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学生当做自己的朋友，平心静气，积极沟通，
才能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想问的问题。 

（三）利用多媒体设备转化老师的角色 
在如今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下，传统的教学方式受到挑战。但

是一些老师不愿意转变自己的传统教学方式，教学方式变得很死
板，课堂上没有活力，难以吸引年龄比较小的小学生，这就需要
老师转变教学观念，充分理解和吸收多媒体教学设备。成为课本
的传递着和讲授者，成为学生在历史学习的指导者，转变自己的
主体角色，充分创设情景教学，用丰富的表情和协调的动作将一
些词汇表示出来，充分做到活学活用，大大激发学生的参与度，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三、总结 
生本教学模式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视点，它与传统的学

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让课堂气氛不
再单调，能够充分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本教
学其实重在学生之间的互动、创新、合作，应该充分以学生为中
心，强调对学生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的主动
构建能力，为学习者提供很多发现知识、探索知识、交互信息的
有力工具，学生要从传统角色中转变过来，但是，老师也需要转
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要充分利用多媒体交互工具来展示自己的教
学内容，跟随时代的步伐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只有充分巧用多
媒体技术来发展历史教学，才能展现历史更多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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