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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题单元教学模式有区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主题单元教学模式中,学生可通过自主主题活

动掌握相关的知识,同时通过活动将教材内容延伸到课外使学生有更多的收获。在这样的模式中,信息技

术则具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基于信息技术手段制作的微课在历史单元主题教学过程中,可以发挥重

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将历史学科单元教学与微课教学进行融合,进行探讨,以下内容是笔者作为中学历史

一线教师的探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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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mbination ofunit theme teaching and micro-course teaching in history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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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matic unit teaching mode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the thematic 

unit teaching mode, students can master relevant knowledge through independent thematic activ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can gain more by extending the conten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this mo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broader display space. Micro-cour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hematic teaching of history uni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unit 

teaching of history with the micro-teaching, and discusses it. The following is the author's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as a front-line teacher of middle schoo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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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教学改革正在进行,《历史课程

标准》下设六个学习板块：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根据“课标”,

历史教材的编写理念同以往相比有了重

大改变。历史学科不仅重视历史知识的

系统与完整,而且选取历史长河中具有

代表性的人和事围绕人类文明史展开。

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上不仅要加强对知

识目标的掌握,更要加强对能力目标、情

感目标的掌握。而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的

掌握在历史单元教学里更有利于把握,更

能得以体现,因为这样的目标可以在一个

学习主题里反复出现,达到教育的目的。

同时,历史单元主题教学设计也减少了教

师的重复劳动,避免教学情境、内容、形

式的频繁变换,节省教学组织时间,充分

激发教师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

主动性。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尝试将历史

学科单元教学与微课教学进行融合,收到

了比较好的效果,以下内容是笔者作为中

学历史一线教师的记录和思考。 

1 历史学科单元主题教学的优势 

1.1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的传授知

识,学生接受知识为特点,重视理论的把

握,而忽略了学生的学习过程的重要性、

积累性。以主题单元的方式进行教学的

好处：一方面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另一

方面也强调学生的合作；重视知识获取

的过程,也强调个人经验基础上的知识

建构[1]。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掌握相关

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通过主题

活动将教材内容延伸到课外使学生有更

多的收获。 

1.2在主题单元学习中,信息技术具

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既能够作为知

识展示的工具,又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多

样的资源和工具支持,促进学习者的意

义建构,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交流。 

1.3主题单元教学课可以让历史知

识更加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生活,使学生

对学习有更大的兴趣,也是历史学习的

现实意义更好的实现。 

2 历史学科单元主题教学面临

的困难 

2.1单元主题教学目标的达成不容

易,实现以上优势,对学生的要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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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必须具备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

对时代脉络,历史进程的了解比较清晰,

对相关概念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否则单

元主题的教学进程有可能被打断。 

2.2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的落实,有

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历史解释素养的落实

不容易实现,需要一定的辅助性资料[2]。 

3 微课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价值 

微课 大的特点是灵活,短小,使学

生能自如的进行自主学习。 

3.1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微课可以

对教学内容进行有益的补充。中学历史

教学方式众多,不胜枚举。微课便是这当

中极为有效和 为便捷的一种方式。通

过专门的微课软件自己制作适合教学需

求和学生学习的微课视频,供学生课余

自学或课堂共同学习,可以让学生在短

时间内掌握某一个历史事件的相关知识

点。微课所具有的跨越时空、超越地域

的呈现模式和多样化的知识呈现方式能

够弥补传统课堂教学中课程资源匮乏所

带来的弊端,让学生在不同的地域和时

空享受到高品质、有趣味、高效率的学

习内容,这对学生知识的内化与共享将

是有效的补充和完善。 

3.2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微课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历史知识的学习

对于一部分同学来说是比较枯燥和乏味

的,学生学习的时间越长,越会有枯燥乏

味之感。再加之中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变

化比较明显,教师必修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微课便是一

个有效的途径。微课主要的承载方式是

视频,一般由“文字+音乐+画面”组成,

学生在利用微课学习的过程中,非常容

易进入到由老师所创建的学习氛围当中

去,再加之微课一般都学习时间短,针对

性强等特点,从学生学习接受的心理学

机制来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息将

会被学生所接纳和吸收,这有利于学生

在短时间内集中主要精力将需要学习的

知识点进行消化,还有利于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进行系统的复习[3]。因此,利用微

课这种便捷有效的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激情,是提升

教学有效性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 

3.3在历史教学的常态中,微课的优

势还体现在以下几细节：(1)微课的优点

主要体现在它的形式上,有多样化的微

课形式,可以立体化还原传统教学,让老

师自由发挥授课。(2)通过微课制作,原

生态展现传统课堂的内容,影视特效制

作交互式场景,让在线学习体验原汁原

味的课堂。(3)虚拟场景课件,专业虚拟

影棚拍摄,应景教学,美轮美奂的画面设

计,科幻大片的学习体验。(4)访谈互动

课件通过高端访谈,互动中实现教学,让

微课画面更生动、在线学习不孤单。(5)

多场景交互课件可以实现情景互动教学,

富媒体、多交互,身临其境的学习效果。 

4 微课使用对于单元主题教学

的辅助作用 

首先,针对主题单元教学模式的优

势来说,微课的使用,可以让其优势更加

放大。主题单元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个

性发展,重视知识获取的过程,也强调个

人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建构。但是在教学

过程中,基础不同的学生,需求不尽相同,

通过微课的学习,可以满足学生多方面

的不同需求,实现各取所需,使学生学习

的个性更强,有条件很好的构建自己的

知识体系。通过主题活动将教材内容延

伸到课外,课堂容量有限,大量的支撑材

料可以通过微课来获取。在主题单元学

习中,信息技术具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

间,既能够作为知识展示的工具,又能够

为学习者提供多样的资源和工具支持,

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建构,以及学习者之

间的交流,这也就是微课的价值。 

其次,对于单元主题教学面临的困

难来说,微课的价值更显重要,可以非常

有效的解决相当多的困境。单元主题教

学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学习中,微课

可以就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现象,某一个

概念和知识点做细致的讲解,在不冲突

主线的前提下,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微课

的形式弥补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

课的存在是单元主题学生的有效辅助。

在单元主题教学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内

容需要多种材料多种形式的支撑,微课

的存在,使课堂容量增大,形式更加丰富,

对于实现单元主题教学的目标有很大的

帮助。单元主题教学的课堂,对课本内容

进行的相当多的整合,难免有有些内容

有所删减,将删减的内容单独制成微课,

有利于整体把握教材。 

在单元主题教学过程中,知识线索

归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学生在教师

的点拨下进行主干知识在自主归纳对课

程的实施以及课程、学科的整合起到了促

进和激励作用,学生通过对知识主体的自

我归纳可以达到自学的目的,能够清晰的

知道所学习课程的重难点,学习该知识的

方法和技巧。但主干知识的自我归纳需要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点拨之下进行,这就要

求教师既要熟练的掌握教材内容,更重

要的是掌握主干知识的内在联系,能够

抓准核心内容,进行能力提升。而微课的

使用,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历史学科采取单元主题

教学的模式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但是仍

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境,而微课的使用,

恰好可以弥补相应的不足,使单元主题

教学这种模式在历史学科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同时,微课自身所具有的灵活,短

小,方便学生自如的进行自主学习的这

些特点,又可以放大单元主题教学的优

势,比如：满足不同学情学生的学习,扩

大课堂的容量,拓展课程的深度、广度,

帮助学生更清晰的构建主干知识框架等

等。当然,这些优势的释放,也需要教师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不断优化实施方案和手段,才能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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