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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历史故事的有效策略
全云兵

兴义市敬南镇中学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在传统的初中教学当中，学生对历史课程难以全面地吸收了解，往往会导致实际的历史学习效率不高，这是一直以

来历史课程当中传统教学模式难以进行积极的转变导致的。在十分乏味枯燥的历史教学中学生无法感知历史的魅力，从而逐

渐丧失了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阻碍，而历史教师运用历史故事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提升课堂的活跃度，从而

强化学生学习的动力，更好地提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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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初中教学中，历史学科通常被视为副科。对于

学生的教学来说，只是采取机械化教学，引导学生死记硬背，

导致学生历史知识基础相对不扎实，缺少完善的历史思维，

无法从联想的角度进行分析历史。与此同时，大多数学校对

历史采取开卷考试政策，导致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被不断

削弱，难以充分汲取历史知识与掌握历史发展历程。为了改

善这一教学现状，历史教师不妨从历史故事进行着手讲解，

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深刻感悟，并在一个个历史故事中建

立起人文性的历史思维，促进学生历史学习。

一、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学生对历史认知存在偏见，不重视历史学习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初中历史科目在教育教学中始终占

据着较低的地位。不管是学生家长或者是学生本人都对历史

学习缺少重视，一些学生对历史学习仅凭一腔兴趣，一些学

生仅是为了应试教育而学习历史，死记硬背，忽略历史本身

存在的文化价值。就这种客观情况来看，学生是无法从思想

观念上重视历史学习的，一些学生在课后也不会深入探究延

伸历史知识。虽然一些学生对历史知识感兴趣，但是也不会

利用私下时间学习，只会将更多时间用来学习语、数、外等

主科。

（二）教师对历史故事运用能力差，设计缺少创意

经过实践调查显示，一些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过程

中都会运用历史故事进行讲解，但是实际效果较差，无法实

现预期教学目的。究其原因在于：首先，历史教师对历史故

事的运用目的过于明显。在历史教学中，引用历史故事大多

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如果历史故事趣味性过强，将起

到喧宾夺主的效果难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毋庸延伸

出深层次的历史情感、历史价值观培养等。其次，教师运用

历史故事讲解时，缺少技巧性。举例来说，在英语课堂中运

用历史故事采取哪些形式进行讲解？通过历史故事可以激发

学生哪些思维，培养学生何等价值观念等，教师对于这些并

未进行科学规划，缺少深入思考。虽然一些教师善于运用历

史故事，但却并未延伸出历史故事背后存在的思想内涵，导

致初中历史教学质量较差。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历史故事的有效策略

（一）引用历史故事，提升学生对历史的尊重与重视

在历史教学中，若想帮助学生高度重视历史，则应该从

学生思想观念出发，让历史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提升学生

对历史的尊重与重视。引用历史故事应该保证故事充满趣味

儿，能够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首先，引用生动的历史故事。

例如，在学习《明朝的统治》这节课时，教师可以引用《中

国历史故事——明朝故事》中的“朱元璋的故事”、“两袖清

风的于谦”等历史故事。这些生动的小故事都蕴含着一定的

历史道理，可以增加课堂的内容，活跃教学氛围。其次，教

师可以引用一些新鲜的、学生没有听过的历史故事。一些耳

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初中生早已在网络平台，电视媒体或身

边人口中听说过，不仅对故事的兴趣较低，甚至难以实现理

想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师要搜集新故事，开拓学生没有接触

过的领域，增添历史课堂的魅力。例如，在讲解到《辽、西

夏与北宋的并立》这节课时，大多数学生对于辽国与北宋颇

为熟悉，却对西夏文明缺少了解。殊不知，西夏古国曾有光

辉文化，仍是一个历史似迷一样的政权国家。教师可以讲解

“烙印律”的故事，即用火烧金属在犯人脸上烫烙印记，以示

惩罚警戒。

（二）保证历史故事真实性，合计设计教学课堂

信息化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搜集历史资源变得轻

而易举。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教师应保证运用真实可靠的

历史故事，绝不是为了满足教学需求而胡编乱造一些不存在

的历史故事。在进行引用历史故事时，要公平审视历史到产

生来源病，核实历史故事的真实性，避免运用杜撰而成的假

故事。一些绘声绘色的杜撰故事，虽然能在学习上帮助学生，

但是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甚至难以塑造学生的

价值观念。尤其是出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情感价值理

念逐渐成熟的阶段，运用真实可靠的历史故事能够为学生指

引前进的方向。因为只有真实历史故事，才会有历史传承的

文化感、厚重感。所以，历史教师在开展教学中，要保证故

事的合理性，确定故事有凭有据，而不是如影视剧般子虚乌

有。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影视片段对历史故事的编撰，教

师应及时指正，避免因媒体传播对学生价值观造成错误的影

响，同时历史教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三）将一些历史故事构建成情景教学模式

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距离现代社会相对久远，学

生在学习知识中难免存在一定的难度，甚至影响历史成绩的

提高。所以为了强化学生的理解，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教

师可以将一些历史故事构建成情景教学模式，通过身临其境

般的历史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历

史知识点，建立起个性化的历史知识体系。举例来说，在学

习到初中历史《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这节课时，可以引用

“鉴真东渡”的历史故事，并鼓励学生将这一教学情景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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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软件，如视频资料、音乐音律等，

将课堂模拟成当时的情境，使学生深入感受当下的人文环境，

增强对历史的认知。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强化学生跨越时空去

感受当时的历史气息，领略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风情与文

化，进而提升自己的历史素养。

（四）借助故事重演历史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在初中历史课堂中，教师将枯

燥乏味的历史运用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地演绎出来，能够更好

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成为课堂的导入助手，将历史更

加生动鲜明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历史的魅力，在历史波澜壮阔的长河中遨游。教师转变以

往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为了学习成绩而死记硬背的学习

方式，为学生构建更加灵活生动的课堂教学。教师可以结合

日常的教学活动，在班级当中组织学生演绎历史课程中的相

关情节，不仅能够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历史知识，

而且能在交流活动中为学生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

（五）贴近生活，强化记忆

在历史教学当中难免会出现学生难以理解的记忆点，在

以往教师刻板生硬的讲解下，学生死记硬背，就会逐渐对历

史丧失学习动力与耐心，从而产生逆反心理，学生不能很好

地理解相关的知识，从而在浅显的层面徘徊，难以进入深层

次的学习，因此就无法理解历史中的深刻含义，也无法理解

历史中鲜活的生命力量。教师在构建转型中的历史课堂时不

仅需要依靠历史故事将学生充分带入课堂中，现代化的教学

手段、更加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辅助教师的

课堂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通过更加鲜活的形象

了解历史背后的意义。

（六）设计科学的课后作业

历史是一门更加全面、综合的学科，因此，教师的教学

不能局限于课堂中运用历史故事，在学生结束课堂学习之后，

教师还需要为学生准备充足的教学练习，从而丰富学生的学

习内容。教师需要为学生构建更加丰富的练习设计，在其中

融入历史故事，以教材与课堂中学习的内容为切入点，除了

在课堂上提到的历史故事，让学生在课后自行搜寻与其相关

的其他历史故事，并在这一基础上自行加以验证，通过查询

资料或利用互联网等手段佐证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并加以记录，

在下一次历史教学中将搜集到的历史故事与史实同时在班级

当中进行汇报总结，不仅能够强化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也

能够让学生对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在班

级当中进行讨论能够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与交流能力，促进

学生综合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

此，在初中历史的教学阶段教师需要充分适应现代化的人才

培养策略，将历史故事带入历史教学，从而更加全面地培养

学生的历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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