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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微课的策略探究
柴跃英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第二初级中学　浙江　衢州　324300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微课教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活跃课堂氛围、开拓

学生视野和知识面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也应当着眼于微课资源在传统课堂的有效利用，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和教

学质量。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微课教学的特征，避免信息的碎片化传递，做好一定的反思和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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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课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教学资源，其在教育改
革深化的同时，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也有利于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微课以其科技先
进而又生动形象、短小精悍而又内容丰富的特点受到了广大教
育工作从事者喜爱。微课教学越来越成为趋势和潮流。本文对
微课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微课的概念及意义
微课既可以说是一种教学资源，又可以说是一种教学方

法。微课的含义是指以教学设计思想为原型，使用高科技信
息技术和多媒体资源制作的，对某一细小知识点详细讲解的
几分钟小视频。这些知识点包含的范围也极为广阔，可以是
对经典例题的讲解和探究，也可以是对重点或者难点知识的
拓展，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而不是空洞地想象。学生
在脑海里打造立体的思维模式，从而掌握更加实用的学习方
法。在初中历史的学习中，各种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原因和颁布的法令和条约需要学生花时间去记忆。
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老师利用微课授课，通过多媒体就可
以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在听觉视觉等
感官方面有了更为清晰生动和形象的感受和理解，从而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动力才是有效的提高方式。

二、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一）营造学习氛围，引导学生预习

历史知识既丰富又复杂，即便是中学学生学习的内容也
是非常庞大的。很多历史事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学生不理
解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无法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同一年内也
会发生不止一个事件，还有国内国外双线并行，让许多学生
苦不堪言。记忆历史年表是众多学生的一个大难题。老师利
用微课授课，让学生在视频、图片以及实物等形象的情境中
进行学习和思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保持上课时间注
意力的高度集中，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水平。

例如，在讲解清政府闭关锁国这一部分内容时，可能学
生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当时的清政府为什么选择了闭关锁国
而不是开放包容，但是就是这一步之差就使清朝的命运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老师利用微课授课，播放一段几分
钟的小视频，将学生带入那个情境，重现历史，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学生在看微课的同时，开发大脑去思考问
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老师的知识灌输，就能更进一步理解
清王朝闭关锁国原因。这样，学生就有了清晰深刻的理解，
自己努力去挖掘其中的奥秘，提高自学的本领。

（二）利用微课温故知新，巩固基础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传统的历史课堂中，课后

的温习环节大多是依靠反复的背诵和大量枯燥的习题训练来
巩固学生的基础。久而久之，学生会产生厌倦之情，课后作
业内容粗糙完成，交差了事。利用微课技术，老师可以将课后
习题变得图文并茂，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让学生不是一味
死板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是主动去完成课后习题，带着
问题做作业，敢于思考，敢于创新，激发思维潜能。记忆方面
也是一大难题，有的学生一背书就困，这个坏毛病应尽快改
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是一个多元、开放、知识急剧
增长的时代对历史教师的必然要求。它是实现“能将现代信
息技术运用到学习与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去”的课程目标的重
要途径，它是“史才”的现代化内涵。微课技术是目前在初
中历史教学中值得推广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在
温习学过的历史事件、巩固学科基础知识方面大有帮助。

（三）利用微课整合知识，解决重难点

所有课程的学习中都存在着重点和难点。简单的知识点
能够轻松带过，可是重点难点是学生必须吃透理解透的东西。
这样，学生才能提高自身的历史素质，将课本上的内容变为
自己的东西。重点难点大多是抽象的不易于学生去理解体会
的。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只是口头记忆，表面功夫，无法
真正理解内涵。老师可以利用微课教学，将重难点提炼出来，
仔细讲解，从而深化学生的认识。

例如，在讲解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时，学生无法高度理
解，只能死记硬背，导致学习效率低下。老师可以将当时中
国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用视频的方式进行讲解，让学生更
加生动直观地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内意义以及国际意义了。
只有突破了重难点，学生的历史思维才会拓宽，提高学习能
力，融会贯通。

三、结束语
因为微课教学自身的特点，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

些弊端，过度碎片化的教学会影响到学生知识系统的整体构
建和科学史观的形成，那么在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反而弊
大于利。我们应当将知识内容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切割，保
证知识点的完整性和授课过程的体系化。同时，老师还应当
和学生保持密切的交流和联系，进行适当地沟通，了解学生
对微课教学的满意度和上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老师要做好
学生的反馈工作，从而制定切实有效的方案进行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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