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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课程的有效融合研究
曾宪足

江西省樟树市滨江中学　江西　樟树　331200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课程的融合，能丰富历史课堂教学资源，拓宽学生的历史知识面；能给学生带来多重的感

官刺激，让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学习历史；能重现历史场景，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能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使得学生在互

动交流中学习历史；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式。为此，教师应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

信息技术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全面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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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的整合，是指在先进教学
理念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指导下，将促进学生学历史的学习资
源与工具充分的运用到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使得这些教学资
源与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进行重组与融合，最大
限度的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有效实现高中历史教学质
量与效率的提高。 那么，如何实现高中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
技术的有效整合呢？

一、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目标的有效融合
在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其课堂教学目标大多围绕知

识的讲解展开，偏重于知识的传授。而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
学科的整合，除了注重知识的传授外，还将对学生的学习能
力、历史思维、道德品质、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培养，融入到
历史课堂的各个教学要素与环节中，让学生学会借助信息技
术，去获取历史知识、探究历史问题、体验历史情感。

例如，在学习《抗日战争》中有关“日军的滔天罪行”
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预习，引导学生
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去查阅相关资料、观看相关影视资源、
登录论坛贴吧进行讨论。其实，这也是学生学习日本侵华历史
和对学生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不仅弥补了历史
教材中的不足，能让学生的历史知识更加全面，而且这一系列
教学活动对于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获取历史资源能力、自主探究
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教学目标，都具有积极作用。

二、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有效融合
由于历史学科的教学具有其特殊的局限性，即使教材上

配有文字图片介绍，但教师讲得再生动具体，学生无法见到
真实的历史情景，也无法真正的理解教学内容。而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整合，能够将枯燥、繁琐的教材文字，变
成集图形、声音、文本、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教学界面，极
大程度地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将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更清
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降低历史学习难度的同时，提高了学
生的历史学习热情与兴趣。

例如，在学习《国共的十年对峙》中有关“红军长征”一
目时，其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红军长征的路线、遵义会议
及其伟大意义。但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学生而言，难以理解红
军长征的意义。为此，教师将音频《七律·长征》、电影《长征》
片段、地图《长征示意图》等多种信息媒体资源，与教学内容有
效的整合起来，这样带给学生各种感官的刺激，在观看电影中
体会到红军的伟大革命精神，在诗歌中领略红军的英雄气概，
在地图中感受到长征的艰辛，有效地突破了教学重难点。

又如，在学习《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中有关分封
制、宗法制的内容时，对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内在关系、宗
法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等内容，教材中只给予了简单的描述
与介绍，而考试又往往喜欢从中出题，给学生掌握上带来很
大的困难。而且在传统教学中，要讲授这些教学内容通常需
要几节课的时间，这就使得有些教师为了加快教学进度，敷
衍了事。这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如用多媒体立体塔形结构来描述分封制、宗法制以及二者之间
的对应关系；利用多媒体播放周公辅成王的小故事，让学生体
会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利用多媒体展示一组有关宗
法制、宗法观念对现实生活影响的图片，引导学生全面认识宗
法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样利用信息技术，将教学重难点化
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化虚为实，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方式的有效整合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是采用口述的教学方式，

且只能集中在课堂上进行教学。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
整合，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途径与方式，且课堂内外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更加
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教师在讲授历史新知识时，将教学中的重难点、教学课
件、课后习题、自我检测等内容上传更新到网络教学资源库
中，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而且
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差异性，为不同层次学生的历史学习提
供了不同的教学内容。这样还减轻了教师课堂教学负担，使
课堂教学的整个节奏变得井然有序。

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学习或小组讨论学习。 如学习《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一课
中有关美国的霸权企图时，教师可以将近年来美国霸权政策
的典型事件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并且提出：除此
之外，你所知道的美国霸权行为还有哪些呢？让学生进行自
主探究，小组讨论，教师在观察中发现，有的学生会网上查
找美国操作联合国、侵略中国的史实等的资料，并且会相互
交流信息，并讨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方式培养了学生信息
技术运用能力、自主探究学习能力、解决分析问题能力。

教师还可以建立历史论坛、微信群、微博等方式，为学
生创造一个自由讨论与主动参与的空间，话题可以是历史教
材中的内容，也可以是某一系列历史专题，也可以是当前的
热门话题，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中日问题等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课改下高中历史教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有

效整合，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资源，营造历史课堂氛围，促
使学生积极地探索学习，而且为学生带来了视觉与听觉上的
享受与快乐，让学生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历史。为此，
作为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地、巧妙地整合现代信息
技术，有利于拓宽学生历史知识面，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地探
索与学习历史，从而促进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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