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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课堂教学仍然没有融入素质教育部分，大部分教师只对学生进行浅显的知识性教学。而在国内外研究中发现，

较多的研究学者及实践者提出需要将实践与理论进行结合，实施深度教学概念的提出为初中教学开辟了一条有效的教学路径。因此，初中历

史教师需要将深度学习概念作为教学活动指导思想，促进学生的学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学质量的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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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属于义务教育课程，能够让学生对我国历史进行有效了解，

同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初中历史课堂中，需要历史教师能

够将历史知识点为学生进行传授，但不可忽略对学生的素质教育，需要

将目前的教学状况及时转变，注重对学生与进行交流时的态度、情感，

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教育及培养，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有效发展。 

1 激发学生思维活跃度，提升历史学科素养 

在历史课堂上，教师需要为学生讲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提

升学科素养，设立初中历史的教学目标，使学生能够对于历史概念有完

整的理解，历史教师需要注重对于学生的思维发散引导，使学生能够对

于学习方法进行灵活运用。由于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具备一定的规律、方

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将教学与历史事件进行结合，

将历史事件作为教学背景，引导学生对于此事件的发生原因、发生背景、

事件内容及事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等进行思考，在对于历史事件的发展

原理、规律了解后就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其他历史事件的问题研究中，

实现了教学思维的有效迁移。将历史学习的方法教授给学生，并引导学

生进行思维迁移，提高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可以将相似的

历史事件进行结合，提升历史课程的教学效率。 

例如，在“殖民地人民反抗资本主义扩张”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

生自己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内容概括，引导学生对于农奴制下农奴的生活

进行思考。利用开放性的问题设置。使学生能够实现思维发散，帮助学

生发挥学习主体，不断进行课程的问题思考及自主探究，使其了解在农

奴获得自由后仍然对农民进行剥夺等问题的存在，学生能够自行总结农

奴制改革的局限性以及改革的意义，随后，教师为学生提出日本的“明

治维新”，根据历史性的资料为学生进行探究问题设置，学生能够实现自

由分组讨论，并对于“明治维新”运动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总结。 

2 设计开放探究课程，巩固知识点 

由于初中历史课程比较复杂，因此如果无法将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理

清，学生会陷入死循环，无法实现知识点的快速记忆，同时无法有效理

解历史知识。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中，需要跳出让学生进行死记硬背

的传统教学路径，仔细对课程进行设计，使学生能够具备发散性思维，

思考、整合知识点，并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划，使学生能够提升对于历史

知识的认知。在历史课上课之前引导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预习，在课上

认真讲授课程内容，同时课堂结束后需要将课程内容进行总结归纳。 

例如，在“洋务运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明治维新”与“洋务

运动”进行结合，并对于两次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进行探究，比较两方

政府在两次运动中的表现，使学生学生能够看出日本、中国在面对霸权

主义时的态度，通过对比，学生认识到“洋务运动”失败主要原因，同

时能够对于所学知识更好的掌握。例如，在“鸦片战争”一课中，可以

将“南京条约”、“虎门销烟”等内容作为课程重点，同时可以适当加入

“工业革命”等知识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历史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

师可以利用时间轴及世界地图等方式将知识点进行串联，让学生直观的

看出空间上的距离以及关系，形成国家之间的对比，学生能够更好的认

识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原理及发展规律。 

3 设计价值观的渗透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历史评价 

历史教学能够使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同时在其中能够总结历史时间

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及经验。在课堂中，教师需要让学生对于学科知识进

行有效掌握，同时为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对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评

价。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教师需要为学生进行价值观渗透，使学生能够

以正确、客观的态度及情感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以历史为借鉴是历史

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 

因此，历史事件中包含的历史规律、历史观念以及原理能够反映不

同时期对于事物的理解及舆论导向。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进行

周密的计划及准备，为学生渗透价值观，教学之前需要对于社会现实及

国家发展时刻关注，并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事件发生原因及分析社会现象，

每个历史事件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在不同时期以

及相同时期发生的侵略战争、社会背景，并结合“明治维新”以及“石

油战争”等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探究及思考，激发学生的国家责任感及

爱国意识，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国家妄想破坏中国的发展，并通过历史事

件体会祖先的民族气节并汲取其中的智慧成果，实现学生的精神境界的

提升。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历史课是初中必修课，能够提升学生的社会认知，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心理的成熟，但传统历史课上的知识点讲解

无法满足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的需要，因此教师应该从深度学习的角度

进行教学，不断进行课程探索、思维迁移以及价值观渗透，使学生提高

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使其能够适应现阶段

的社会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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