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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教育的不断变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大力推进多媒体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

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

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对教学活动进行

创造性设计，发挥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特有功能，把信息技术和初中历史教学的学科特点结合起来，可以使教学的表现形式更加形象化、多样

化、视觉化、高效化，有利于充分揭示历史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使历史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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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多媒体信息技术与初中历史教学融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有利于帮助学生进行探索和发现；可以增大课堂信息容量，

提高教学效果；能实现课堂教学有效及时的反馈、矫正；有助于提高教

师的业务水平和计算机使用技能。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信息技术的融入为广大师生的成长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有效地将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进行整

合将占主导地位，它必将成为 21 世纪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方法。作为新
世纪的数学教师，恰当运用新颖、先进的教育技术，不仅能将复杂抽象

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

素养，发展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提出了《借助多媒体构建高效初中历史课堂》。 

1 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科技革命的主流，信息技术的

成果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教学，形成了对传统教学的巨大冲击，为教学的

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信息技术与

学科的整合，已成为现代教育一个重要的课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
于教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

立信息资源库，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发现性学习、合作式学习、探究

性学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在教学中如何合理引入信息技术、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教

学究竟是什么模式、在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中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等

问题都亟待研究与解决。  
2 本课题的创新程度：  
根据近年来国内对课程整合的实践，我们体会到，所谓“整合”，有

三个关键点：一、教师要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恰当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二、不仅教师使用，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使用现代信息技

术；三、使用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形成学生自身的

素质与能力，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学习与工作。为此，我们将要针对信息
技术背景下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师怎样教和学生怎样学展开研

究，力图探索出一种适合我校历史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包括学案设计

模式，教学设计模式，媒体使用模式，全面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提高历史教学效果，为学生接受下一阶段教育及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3 课题研究内容和目标 
3.1 研究内容 
3.1.1 信息技术培训、历史课整合的概念及相应理论。   
3.1.2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历史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实施方式、师生

或生生互动方式研究。  
3.1.3 信息技术环境下历史课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教

学模式研究。  
3.1.4 借助多媒体构建高效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 
3.2 研究目标 

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层次探索多媒体信息技术环境下历史学科教学现

代化的问题，探究如何应用新型的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工具来促进学生
探究能力、交流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发展，以现代学习理论为武器，开展

信息技术环境下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策略

与教学模式的深化研究，力争探索出一条适合我校实际的初中历史高效
课堂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提高教师教学素养和教学成绩。 

4 课题研究方法和步骤 
4.1 研究的方法  
我们将通过调查研究法了解我校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现状，

及基本整合现状，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查阅资料法学习国内外有关现代信

息技术与初中历史学科教学的论文、著作、报道等，寻找本课题实施的
理论依据以及可资借鉴的优秀经验。在校内设立实验班与对照班，对实

验对象进行分层次研究、对比研究、总结研究，并进行有序操作、阶段

评价、系统分析，以增强可比性。采取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和个案
分析法进行广泛的研究。 

4.2 研究步骤 

4.2.1 课题研究准备阶段： (2019 年 1 月──2019 年 2 月)  
4.2.1.1 学习有关理论，进行文件检索，积累资料，写好课题论证

报告，设计课题的研究方案以及课题研究计划和管理办法，组织课题申

报。  
4.2.1.2 广泛宣传、发动，在学校营造课题研究的浓厚氛围，课题

研究人员学习相关教育理论及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课题研究的校本培训；

增强对本课题研究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掌握相关的研究
方法，提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课题研究的能力。 3、评审、确认课

题项目，编制和修改、完善课题研究方案和实施计划,课题开题。建立好

课题研究档案。  
4.2.2 课题研究实施阶段：(2019 年 3 月──2020 年 1 月)  
4.2.2.1 对第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开始实施研究方案，课题

组根据实验方案开展研究工作，进行调查研究，组织交流、研讨和分析，
得出科学的结论。  

4.2.2.2 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原则、方法、模式、层次，

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相关的教学指导书，精心打造“‘借助多
媒体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教学资源库”，力争出版和交流。  

4.2.2.3 开展优秀论文与软件的征集、交流、评优，总结、展示中

期研究成果，对课题研究过程进行全面的阶段性自我评价，接受总课题
组的指导及阶段性检查评估，继续深化课题研究。  

4.2.3 课题研究结题阶段：2020 年 2 月——2020 年 3 月  
4.2.3.1 提出课题研究结题鉴定申请，进一步收集和整理课题研究

的有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汇编实验成果，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对课题研究效果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价，做好课题结题相关准备工作。  
4.2.3.2 评选课题研究的优秀成果，展示和推广应用课题研究成果，

迎接专家结题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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