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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的课堂互动分析研究 
◆胡敏云 

（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镇羊古坳中学） 

 
摘要：初中历史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学

生在学习时往往会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因此，掌握好正确的初中历

史学习方法对于初中历史学习是十分有必要的。作为教师更应当给学生
以正确的指引，让学生在历史的海洋中找到正确的航向。我将在以下的

文章中详细阐述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时有关“师生互动”的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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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学生掌握正确的历史学习方法，教师应增加和学生交
流的机会，多和学生进行课堂互动和私下交流。当教师和学生的
沟通机会增多，教师会更清楚学生在初中历史学科的具体学习情
况。然而，有些教师对初中历史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模式应用
还不熟练，没有发挥最佳的课堂效果，需要我们对有关原因进行
剖析和改正。 

一、“师生互动性教学”的具体含义 
在初中历史课堂中采用师生互动性教学，顾名思义，就是指

教师要根据所学的教材内容来创造有关和学生交流的机会，鼓励
学生多参与到初中历史课的学习中来。这种“师生互动”的模式
虽然近年来应用较多，但是很多教师并没有掌握到这种模式应用
的精髓，导致最终得到的课堂结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 

二、我国初中历史教学中师生互动教学中发现的不良现象 
1.师生互动的方式较为单一 
目前，教师通常是询问学生一些有关于课程内容的问题，让

学生加以解答。这种互动方式虽然能让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个
交流、探讨问题的良性循环，但是这种模式若是使用的次数多了，
学生自然而然也就没有第一次那么感兴趣了。尤其是有些教师并
没有对有关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说到“和学生互动”，想到的
只有各种生硬的问题。学生面对没有经过灵活变式的问题的话，
便不能有效拓宽思路。久而久之，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回答的
积极性会大大降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进入了一个令人尴尬
的境地。 

2.教师和学生在进行互动的时候次数不多，热情不高 
目前看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通常被列入教案的一部

分。有些教师把它看成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任务，在编写教案时会
把留给这部分的时间大幅减少。而且很多教师只是和一小部分课
堂比较积极的同学进行互动，没有和全部同学互动。这就导致了
大部分学生没有和老师互动交流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这部分学生学习知识的吸收效果。 

3.教师和学生在进行互动之后并没有对互动的结果做出相
应的总结和评价 

有些教师和学生进行互动后，并未将这种互动看成可以增加
有关教学经验的机会，从而失去了让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思路
完善的时机。其实，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除了需要进行必要的实践
之外，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便是对这种教学方法的总结和优化，初
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也不例外。 

三、在初中历史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的有效操作方法 
1.教师应当打开思路积极采用多种“师生互动”模式并鼓励

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中 
根据目前我国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方式比较单调的问题，我们应当重点考虑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来
开展多种“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教师在和学生进行有关课堂互
动的时候，要注意从学生的视角上进行互动交流，尽量让学生都
参与到初中历史课堂的互动学习中来。 

例如，在学习《宋代经济的发展》时，我采用了和学生探讨、
让学生以某种角色角度探讨以及让学生想象等方式促进初中历
史课堂互动教学。 

2.扩大教师和学生在初中历史课堂中的互动范围 
在进行相关初中历史课堂互动时，教师要合理安排和每位学

生互动的时间和次数。虽说和某些课堂活跃的学生进行互动有利

于促进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能够加快教师完成初中历
史课堂教学的进度，但是若是教师只和这些比较活跃的学生进行
互动的话，其他学生难免会产生不公心理，还会大大挫伤这些学
生学习初中历史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在课前应当想好各种和学
生互动的有效方案，保证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初中历史课堂的互
动交流中来。 

例如，我通常会在初中历史课开始之前，首先和学生一起复
习前一节课学习的内容。此时的回顾环节虽然也采用了教师问学
生答的形式，但是我会有意识的提问到每个同学，尽量通过这种
课堂提问互动的方式来了解每个学生初中历史学习的具体情况。
我通常会按列数一个一个同学来进行提问。在课堂结束之前，我
也会换一个列数来就本节课学习的初中历史课堂内容来对一些
学生进行提问。这种方式让每个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机会相对
公平。在提问时，学生会产生紧迫感，对初中历史知识的学习也
会更加有目标性。 

3.教师要对互动的结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如果教师能够经常对这些互动的结果进行相关的反思的话，

那么教师会得到很多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收获。其实，这些互动
的结果不仅反映了教师在整个课堂学习时采用的教学方式的成
效，还可以凸显出学生在进行相关初中历史学习和对教师的教学
方式的接受程度。因此，教师要重视对有关课堂互动的结果的反
思。 

例如，在学习《盛唐气象》时，我先给学生讲述了和本节课
内容相关人物的历史小故事，然后让学生进行讨论。这种互动让
学生在上课时十分活跃积极。起初我以为这种模式是值得推广
的。然而，一次课时测试之后我发现学生课上掌握的知识不够牢
固。究其原因是我在课堂上对于历史故事的互动交流花费时间过
长，课堂重心本末倒置。后来进行调整之后，效果好了许多。 

结语： 
总之，教师要善于反思总结自己的互动模式结果，并对其进

行改善，以促进我国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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