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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提升高中历史教学有效性
黄　陈

江苏省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提升高中生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素养成为现代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可以拓宽他们的历史视

野，可以增长他们的知识和见闻，可以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在素质教育日益被国人重视的今天，中国的教育教学正试

图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根据这样的教育教学要求，高中历史教学既要抛弃传统教学中的“填鸭式”教与学的模式，又要通

过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这就要求有效提升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有效性，使学生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

提高综合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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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学科是高中生必须要学习的科目，由于受到传

统教育观念的影响，部分学生对学习历史有很大的偏见，他

们认为历史是副科，随便学习一下就可以了。在新课改深入

实施的当下，历史的教与学受到了更多的重视，那么在高中

历史的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如

何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而提高高中生的历史学科

的核心素养，成为高中历史教师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

一、激发历史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热情

为了激发学生参与高中历史课教学的乐趣，使他们主动

参与到历史课教学中，就需要教师在历史课教学过程中，根

据高中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根据所教学的具体历史知识，

或具体的历史人物，或相关的历史事件，采用有趣或形象的

方法开展历史课教学活动。可用微课预习新的历史知识，导

入新课，以及开展历史课堂教学；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所学习

的历史知识，去图书馆或互联网搜集整理相关的历史人物的

故事，或者历史上的发明对人类的贡献，或者历史典故、故

事等背后隐藏的秘密；还可以利用学生愿意听故事的心理，

采用讲故事教学法开展历史课教学活动，等等。无论采用什

么样的历史教学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吸引学生学习历史知识

的兴趣，激发学生探究历史知识的热情，进而有效提升高中

历史课的教训有效性，促进高中生的历史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例如，在讲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由于本节课的内

容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部分学生学习起来感到无聊，为了

吸引学生学习的热情，就可以采用图片或视频的方式给学生

展示相关的科技成果，引导学生探究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与内燃机的产生，这两项科技成果使人

类告别了蒸汽机时代，特别是电力的发明与应用，给人类的

生产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但方便了人类，而且提高

了生产的效率，使人类进入到了电气时代，对社会的变革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还可以让学生就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进行

讨论，可先让学生去互联网上收集相关的资料，并对搜集到

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然后归纳总结出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在学生有了正确科学的认知后，把学生分成多个小组，让他

们开展小组内的讨论与交流活动。学生通过合作学习可以使

他们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完善各自的历史认知水平，提升搜

集资料、整理与归纳的能力。然后选出部分表现好的学生到

讲台上给大家讲解内燃机的作用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进而

引导学生以小见大，充分认识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发展

的作用。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升了他们参与历史课的热情，

提高了他们学习历史知识的效率。

二、展现多样化历史情景，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历史
知识

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历史知识与初中历史教材中的历史知

识相比，不但知识容量大，包含的思想深度更深，而且历史

知识更具抽象性和理论性。这就要求高中生具有更强的历史

思维能力，具有更强的抽象思维和概况能力，这给高中生学

好历史知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另外，再加上一些历史教

师教授历史知识时，往往采用对学生阅读历史教材的方式开

展历史课的教学活动，使得高中历史课教学比较乏味，容易

使学生失去对历史课的参与热情，从而导致历史课教学效率

不高。在新课改教学理念的指导下，为了提升历史课教学的

趣味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参与的积极性，就需要在历史课

教学中采用一定的教学措施，给学生展示更加多样化的历史

背景知识，使学生从多个方面与角度去学习和认知历史人物

与历史事件，这样既能丰富高中历史课的教学内容，还能激

活历史课教学的氛围，使高中生产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热

情，从而更加有助于高中生突破重难点历史知识，提升历史

课的学习效率。采取的教学措施可以是分组讨论，可以是让

学生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可以用微课或者多媒体技术给学

生展示相关的历史知识图片、视频等历史史料。例如，在教

学“贞观之治”的相关历史知识时，通过阅读教材我们可以

知道，教材中对这部分知识讲解的比较简略，学生学习后不

能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不能对贞观之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

用进行真正了解。为了帮助高中生真正深入地理解贞观之治

在唐朝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历史教师可把学生分成多个小组，

让学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学生讨论完后，可让部分小组的

学生上台讲述相关答案，并让学生说出他们的真切感受与对

此问题的理解。学生讲完后，教师进行总结与归纳，并让学

生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思考：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 可

让学生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

方面进行思考。比如，在政治方面李世民吸取了隋朝灭亡的

教训，任贤为亲，完善了科举制度，从而为国家选出更多的

人才；经济方面对民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实行均田制，

让农民有地可种，农民农业稳定了，国家才有稳定的财赋来

源；文化方面崇儒尊孔，靠文化和品德治理国家；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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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采取了战而后和的积极民族策略，设置了羁縻府州来管

理东突厥，册封了西北各民族的首领，唐太宗允许了文成公

主与松赞干布和亲等民族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保证了唐朝对

边疆地区的管理和统治，保证了唐朝边疆的稳定与安全，为

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三、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历史知识，培养学生的历史探
究能力

传统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学生是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

依靠死记硬背记住历史理论知识或历史结论，强调了学生的

识记，忽视了学生的应用与主动探究。这样的教学模式下，

学生的思想被禁锢了，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学生在学习历

史知识时，就不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更不会主动去探究

相关的历史知识。为了激发起学生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

学习与探究热情，就需要在历史课教学中充分发挥出高中生

主动学习和探究历史知识的主动性，让他们积极探究历史知

识，主动学习历史知识，从而深入理解和感知历史人物与历

史事件。因此，作为高中历史教师，除了要传授给学生历史

知识，更要让学生产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欲望，激发起他对历

史知识的探究欲望。学生根据历史教师所给的历史史料去探

究历史史料背后隐藏的历史知识，可强化学生应用所学习的

历史理论知识解决相关的历史问题，而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

探究意识与探究能力，就需要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学生只

有产生了疑问，才会有动力去学习和探究相关的历史知识。

例如，在学习“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相关知识时，为了使

学生对本课产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深入理解本课的历史知

识，就可以给学生提出一些疑问或问题让他们进行自主探究。

比如可提出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在历史上有哪些功与过 ? 为

什么要把嬴政称为始皇帝 ? 为了强化与巩固秦朝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采取了哪些措施 ? 为了使高中生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

了解，就可以去互联网上，或者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搜集一些

相关的历史资料，学生搜集完历史资料后，让他们认真进行

阅读，从中总结和归纳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把全班学生

分成多个小组，让学生在小组内就这些问题的答案展开讨论，

通过交流与讨论使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更加完整与科学。学生

经过这样的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就可以真正而深入地了解

本课的授课内容，不但激发起了学生探究历史知识的热情，

而且使学生掌握了从提出问题→搜集相关资料→认真阅读→

归纳总结答案→交流与讨论→形成完整科学的答案的能力。

这个过程提升了学生解决历史相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历史

教学的有效性。

结语

总之，提升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很多方法与策

略，但是首先要采取的方法或策略要能激发起学生学习历史

的热情。学生只有对历史知识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才愿

意投入他们的精力，才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探究历史

知识，挖掘出历史资料或历史史料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从

而指导学生用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去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有

效培养与提升他们的学科综合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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