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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是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目前，全国上下掀起课程改革的浪潮，长期以来，传统教学方法被视为课堂教

学的延伸和补充，但现在的教学方法日趋封闭僵化，仅局限于学科知识范围，远离学生实际生活和社会生活。  

[关键词] 初中历史；兴趣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1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1.1 苏霍姆林斯基: 教育主要依赖学校，学校的主要教育力量是教

师，学生 文化水平有赖于教师的文化水平，有赖于他的精神丰富性、知

识、多艺和宽阔的眼界。教师必须具有一种对知识的不可熄灭的渴求精

神！唯有如此，才能驾驭青年的思想，点燃起学生心灵深处的智慧火把，

完成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  
1.2  2010 年 7 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是 21 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这对于新课程改革尤其是教师的教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教学方法以

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尊重学生的个性，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让教学变

得新鲜有趣，学生乐于接受。在本课题的实践探索中，力求能够转变教

师的教育观念，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突出个性化教学方法的优势，促

使教法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得以真正的发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

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这
对于新课程背景下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新历史课程

的教学方法没有作相应的要求，影响的新课程的学习效率。具体表现在： 
从形式上看，教学方法从“满堂灌”发展到“满堂问” 。忽视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和训练，达不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 从难度上看，教学方法

缺乏层次性。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学生，方法都是

一模一样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久而久之，势必严重挫伤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从内容上看，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有机结合，缺乏一定的

深度和广度，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2 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历史赋予基础教育的神圣使命。新课改是

推动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而历史新课标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提

倡一种内涵的课程文化”。让学生从历史体会到文化的深度和厚度，激发

学生主动学习历史的 大兴趣，提高语文的综合素质。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提出“初中历史兴趣教学方法探析”，并对它进行尝试。这对激发学

生的兴趣，增强求知欲，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整体素质，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推

动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 

3 课题研究的目标 
3.1 培养学生自觉学习历史的良好习惯 

强调学生通过自主参与历史学习活动，获得亲身体验，逐步形成善

于质疑、乐于探究、努力求知的积极态度，产生积极情感，激发他们的

探索、创新的欲望。 

3.2 培养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培养学生自我发现和自我挑战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要引导和鼓励学生自主的发现和提出问题，自己搜集

分析有关资料、素材、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并进行成果交流活动，

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创造性地学习掌握一些科学的研究方

法，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培养学生自觉合作的能力 

合作意识和能力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通过课题研究创设

有利于人际沟通与合作的教育环境，使学生学会交流和分享他们各自的

体验、创意和成果，发展乐于合作的团队精神。 

4 课题研究的内容 
在初中历史教育中，如何激发与保持学生的历史兴趣。探索以人为

本，以素养为核心，以兴趣为动力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从学生角度出

发，在历史教学中采用新鲜活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乐学”。 

5 本课题研究的方法 
可采取观察法、问卷法、调查法、经验总结法等，课题研究初期，

综合组教师要根据自己所任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

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调查问题学生的根源。  
5.1 理论研究：通过相关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吸收先进理念解

决有关疑问，为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5.2 个案研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科学合理的跟踪、调查、分析，

为课题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  
5.3 实验总结：在调查摸清底细的基础上，进行实验，不断总结，

不断调整，形成有本校特色的操作方法。  
5.4 行动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践，边实践边探索。  
5.5 对比研究：在同一年级，不同班级实行不同的教学方法，利用

考试对比兴趣教学方法的效果。 

6 实施步骤  
6.1 申报立项阶段。（2018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 

完成文献资料的收集、学习；制订课题方案，做好准备工作；申报

课题。 

6.2 实施阶段：（2018 年 11 月——2019 年 9 月）  
各位参加研究的教师先采用一些新方法进行教学，然后通过和学生

座谈、问卷、考查等方式，确定一项 适合的教学方法。坚持一个学期

后，通过考试成绩分析、问卷调查等了解教学效果，如果效果不够理想，

课题组负责人召开课题组会议进行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

写出经验教训，向报刊投稿。  
6.3 总结阶段：（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1 月）  
参加研究的教师将自己研究的所有材料进行整理，写出各自所承担

的模块的实验报告，然后转交负责人，负责人根据所有材料，写出综合

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结集投稿，并编出研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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