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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策略
方　显

浙江省武义县第五中学　浙江　武义　321200

摘　要：随着新课改逐步推进，建立初中历史与社会高效课堂势在必行，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的目标。

但是，截至目前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鉴于此，本文对初中历史

与社会教学的有效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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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学习兴趣

提升课堂教学活动的高效性，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
在充分了解教材知识内容的前提下，应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教学手段等优势，结合教材内容的相关知识，进行科学合理
的知识延伸，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兴趣，还可
以拓展初中生的学习视野。

例如，在开展“清朝前期的文学艺术”的教学活动中，
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了解清朝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思想
艺术特点和造诣；掌握清朝昆曲与京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基本
史实。教学重点在于《红楼梦》的文学成就以及时代特点是
什么；以及思考《红楼梦》为什么被誉为我国古典小说的高
峰 ? 因为《红楼梦》不仅具有很好的思想性，还具有很强的
艺术性。全书规模宏大，人物众多，语言优美生动，刻画人
物细腻传神，塑造了许多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后人对它的
喜爱和评论经久不绝，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一一红学。
还要让学生了解昆曲和京剧的形成和兴衰的原因是什么。了
解清朝的文化特点以及鉴赏文艺作品的基本方法。本节历史
教学内容中《红楼梦》以及昆曲代表作品《牡丹亭》都与语
文的阅读活动产生教学交叉点，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应当
着重加强学生对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历史背景的了解程度。
从而让初中生了解到，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
清统治者为了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
压榨人民，这激起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痛恨与反抗；另一方
面明清商品经济繁荣，这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
因此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众多以反封建专制统治为主题的文学
作品。戏剧也在相同的历史背景卜产生和发展的。

二、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不应该只局限于课木，要结合自己所接触的课外书
籍向学生展不事件背后的发展规律，延伸一些其他的事例，
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教
学，在视觉、听觉上给学生带来更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教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教师在课堂开
始可以先利用多媒体展不几张民间的爱国图片，激发学生的
兴趣，接着讲解战争一的背景、时间、经过、结果等等。在
学生了解该战争一的具体情况之后，教师着重强调该课程的
重难点，在甲午战争一之后，许多外国教会跟随帝国侵略势
力加大对中国的欺压，联军在攻占北京之后，公开抢劫三天，
在中国烧杀抢掠，野蛮残暴，这些事件仅靠教师的讲解显得
苍白无力学生可能不能理解丢失库银 6000 万两之多是什么概
念，也许对百姓引火自焚、投井而死 1798 人无法理解，现在
的学生离历史所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这时可以利用多媒体

还原当时的情况，给学生最真实的视觉冲击。让学生充分了
解到八国联军的凶恶木质，深刻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在历
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加深学生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理解，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关心民族前途。

三、开展实践活动

教师应当将历史学习与学习实践活动进行高效结合，不
仅要将历史学习与课内学习实践活动结合，还要积极开展课
外实践活动。

其中开展课内历史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编写历史手抄报，
增强对历史知识的了解 . 培养初中生的动手能力；可以利用
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直观、形象地再现某些重大的历史场景
或历史活动，让学生完整地看一部电影如《珍珠港》，也可以
让学生看一些电影片段，如《林则徐》中的“虎门销烟”壮
举，通过看电影让学生超越时空，有效地发展学生的观察力、
想象力和理解力；演历史剧，现代学生不喜欢看戏剧，但如
果让学生自己去扮演历史人物，许多学生会踊跃参与。教师
应根据学生兴趣，选取既有趣味又有哲理的相关史料让学生
自己编演。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完成教学任务，又能充分调
动学生的主体性，增强学生的能力。

在开展课外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当选择符合初
中生历史学习能力的相关场馆进行历史知识科普实践活动，
例如选择其所在地区的历史博物馆、城市规划馆、科技展览
馆等文化场馆开展历史课外实践活动，在增强初中生社会实
践能力的同时加深其对于自身家乡历史发展史实的正确认知
意识。其中不同地区的历史博物馆都有着不同地区的历史文
化特色，通过学生切身参与到对于历史文物以及历史文化事
件的了解过程中，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荣誉感的同时让其
成为家乡历史文化的传播者。

四、结语

为了适应新时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根据新课改的理念及
时做出改变，以构建高效课堂为目标，通过自己对学生的知
识掌握能力和学习能力进行创新，不仅要帮助他们获得知识，
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探索精神，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强化学生的历史素养，成功地完成历史教学仟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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