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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
程结构，达到 优化的教学效果。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突出教学重点难点，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增
长学生知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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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学科的一门基础课程，具有思想性、基础性、人

文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学习，
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逐步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然而，历史学科的教学在初中阶段的地位却十分尴尬，历史学科的
教学现实与历史学科的课程性质相去甚远。传统的照本宣科、填鸭式教
学广泛存在于初中历史课堂上，课堂教学缺乏趣味性、启发性，低效甚
至无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好多媒体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
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
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
教学过程结构，达到 优化的教学效果。 

1 利用多媒体，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初

中历史统编教材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历史时序，展现中外历史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基本进程。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要掌
握基本的历史史实，而且要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凸显历史学科的育人
功能。但这些史料、史实、史观与现在的初中生的生活相距甚远，学生
学习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多媒体技术将历史转化为声音、文字、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呈
现在学生面前，动静结合的画面和开放性的启发诱导，使枯燥的历史概念、
历史材料变得直观化、具体化，可以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
感觉，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情感、兴趣等心理因素保持良好状态，
符合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和认识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如在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开国大典”一目是该课的重
点。教材运用四段文字和三张图片记叙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及意义。文字描
写数字详实、自然生动，但那只是文字和图片，读起来总让人觉得意犹未
尽。此时，利用多媒体播放“开国大典”盛况的视频，可以让学生身临其
境地体会当时的礼炮齐鸣、万众欢腾的盛大场面，体会“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的欢欣鼓舞，回顾中国百年来所受的耻辱，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
民族荣誉感油然而生。这样的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点燃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引起了学生的思维碰撞和情感共鸣，对于“开国大典时为什
么要用54门礼炮齐鸣28响”等问题的理解就会得心应手、顺理成章。 

2 利用多媒体，突出教学重点难点 
初中历史教材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

结教育、国家主权和海洋意识教育以及国际理解教育五大方面，分时期、
分阶段从历史发展演进的角度使学生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
源及现实意义，每课的内容都是以节段式、非连续性的形式呈现，学生
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繁多。每课都有学生不易理解的知识，
不易掌握的技能技巧。 

历史是人类过去的实践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重演。学生对历
史的学习只能通过教材中的文字和图片来理解掌握。抽象、复杂的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线索，有的因年代久远或地域空间概
念强，学生感到陌生(特别是地理位置)，教师也难以用传统教学方法和
媒质具体形象地加以描绘。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
提供形象化的教学信息，变无声为有声，变抽象为具体，能以声音、图
像、视频等多种方式向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屏幕显示的内容可以随意重
复和迅速更换，表现事物的动态变化，使某些抽象、难以表现的教学过
程得以实现，从而有效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共同作用，强化感知，帮助
其建立起地域空间想象能力，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使得朝政腐败不堪，社会混乱，人
民遭殃，导致了“黄巾起义”的发生。“黄巾起义”是东汉走向衰亡的转
折点，是《东汉的兴衰》一课教学的重难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播放
有关“黄巾起义”的视频，引导学生了解黄巾起义的原因、领导人、发
生的时间、口号、结果、影响，使学生明确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的
统治，瓦解了东汉的政权，以此引导学生进行历史思维能力的拓展,培养

学生透过历史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 
3 利用多媒体，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

人文追求和价值关怀。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就是要引导学
生通过学习和认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学生形成对祖国文化的认
同感和正确的国家观，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三观”。
历史学科的学科特质决定了历史教育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主要方式。 

历史教学过程中，说教式的家国情怀教育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达不到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目的。教师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借助多媒
体技术，播放有关能反映家国情怀的历史图片、视频、歌曲等，使抽象
难懂的教育直观而形象，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从根本上改变
传统单调的教学模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增强家国情怀教育的感染力。 

如在教学《甲午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潮》时，教师利用多媒体播
放电影《甲午风云》中黄海大战的片段，真实再现邓世昌等爱国将领英
勇抗敌的情景。视频让学生切身感受邓世昌等广大爱国官兵在这场战争
中所显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和爱国情感。学生怀着沉重的心情看完视频后，
反抗侵略、忧国忧民、富国强国的情感油然而生。在教学《抗日战争的
胜利》时，利用播放“胜利日”天安门阅兵图片的形式导入新课，引导
学生一起走进 70 年前那个烽火连天的抗争岁月，感受抗日战争的胜利给
中国人民带来的无限感慨和激动。可以说，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触胜过教
师的千言万语的情感说教。 

4 利用多媒体，增长学生知识见识 
2018 年 9 月 20 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增

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
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历史课
堂教学作为历史教学的立足点和主阵地，必须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宗旨，培养学生正确的史观；以普及历史
常识为基础，使学生掌握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学习历史的基本
方法和基本技能，帮助学生增长知识见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为唯一留存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我国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炎黄子孙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新智慧和艰苦斗争，在祖国大
地上创造出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
章。璀璨的文明、广袤的土地，都在历代文化的传承中得到了继承和发
展，至今历久弥新。 

中华文明显现出异彩纷呈的华章，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一
项项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一个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一件件流传天
下的艺术珍品都因多媒体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而显得熠熠生辉。学
生的知识见识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得以增长，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
了学生的心灵，他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逐步形成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境，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形
象化，微观事物宏观化，复杂事物简约化，从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强化学生的记忆，是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增长知识见识，促进学生
整体素质提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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