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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高中历史有效教学，有助于学生快速掌握历史知识，从整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人
类文化遗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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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历史有效教学的内涵

高中历史有效教学，是指教师根据历史教学内容和高中
生的特点，科学地设置教学活动，以较少的时间和投入，获得
较高的教学效果，使学 生 快 速 掌 握 历 史 知 识，树 立 良 好 的 价
值观，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高中历史有效教学包含以
下两方面的 涵 义。第 一，时 间 少，效 率 高。高 中 历 史 课 堂 教
学时间有限，教师要根 据 具 体 的 历 史 内 容，采 用 与 之 相 适 应
的教学方法，使历 史 教 学 获 得 令 人 满 意 的 效 果。第 二，坚 持
以学生为本。根据新课程倡导的精神，历史课堂教学应以学
生为本，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和提高为中心。教师应
摒弃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的讲授式教学方式，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历史知识，合 作 探 究 历 史 问 题，增 加 学 生 间 和 师 生
间的互动，切实贯彻新课程理念。
二、实现高中历史有效教学的策略

（一）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教学实践证 明，学 生 对 某 一 学 科 表 现 出 很 大 兴 趣 的 时

候，往往更愿意去学习这一科，学习效果较好。因此，教师在
历史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调动
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其中情境教学法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
和探究历史的积极性。通过多媒体放映相关教学资料，或者
在历史课堂中穿插历史故事等，都是创设历史教学情境的有
效方法。

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高中历史教育的信息化，历史教
学要与时俱进，与 信 息 技 术 相 结 合，提 高 历 史 教 学 效 率。多
媒体技术以其直观生 动 的 特 点，受 到 广 大 学 生 的 喜 爱，取 得
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教师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创
造性地呈现教学资料，创 设 直 观 的 教 学 情 境，吸 引 学 生 的 注
意力。例如，在教学“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与 成 就”时，教 师 可 以
通过大屏幕展示我国的优秀科技成果，让学生感受我国劳动
人民的智慧，了解我国科技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涌现了大批的仁人
志士，他们在探索人类未知领域，保家卫国，实现民族独立等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灵活穿插一些历史故事，这不仅可以增加课程的趣味
性，还可以使学生感受伟大历史人物的高尚人格，实现高中历史
教学的育人目标。例如，在学习“百家争鸣和儒学的兴起”这节
课时，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故事，在加深对
儒学理解的同时，学习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倡导的
学习方法，如“温故而知新”“三省吾身”等。

（二）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在传统的历 史 教 学 中，主 要 是 以 教 师 为 主 导 的 教 学 为

主，教学方式枯燥乏味，学 生 掌 握 历 史 知 识 的 方 法 主 要 是 通
过听讲和死记硬背，耗 费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较 多，收 到 的 效 果 却
很小，形成了高中 历 史 教 学 低 效 的 现 状。要 改 变 这 种 现 状，
教师首先要从源头抓 起，即 创 新 教 学 理 念，然 后 以 先 进 的 理
念为指导，摈弃落后的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实
现高中历史教学由低效向高效转变，实现有效教学。

第一，有效导入 课 程。课 程 导 入 部 分 是 一 节 课 的 开 端，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效或低效的课程导入，无法将学生吸
引到教学活动中，使接下来的教学活动难以顺利开展。有效
的课程导入的特征是：导入形式新颖，使人眼前一亮；导入内

容有趣，使学生自觉地 参 与 到 历 史 教 学 中，增 加 教 师 和 学 生
互动的机会，营造活泼的历史教学环境。例如，在学习“中国
的古代艺术”时，教师可 以 用“仓 颉 造 字”的 故 事 导 入 书 法 艺
术，还可以用著 名 书 法 家 勤 于 练 字 的 故 事 鼓 励 学 生 努 力 学
习。通过有趣的故事，学生不仅了解了我国古代珍贵璀璨的
艺术珍宝，而且还增长了见闻和知识。

第二，优化教学 过 程。教 师 成 功 导 入 教 学 内 容 后，就 要
正式教学本课知识，轻松融洽的教学过程有助于学生高效构
建知识，因此，优化 教 学 过 程 显 得 尤 为 重 要。教 学 活 动 的 参
与者是教师和学生，要 想 构 建 良 好 的 历 史 教 学 环 境，就 要 增
加教师和学生间的 交 流。这 不 仅 符 合 历 史 新 课 程 标 准 中 以
学生为本的要 求，而 且 有 助 于 拉 近 教 师 和 高 中 生 之 间 的 距
离，能促进有效教 学 的 实 现。如 果 在 愉 悦 的 氛 围 中，采 用 能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高中
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 根 据 教 学 内 容 的 不 同，选 取 不 同 的 教
学方法，促进历史有效教学的实现。例如，学习“中国古代的
科学技术成就”时，学生课前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图书馆、互
联网等资源，分组收集、整 理 在 我 国 古 代 有 哪 些 耀 眼 的 科 技
成就，了解这些科技的发展历程。上课时和同学讨论分享自
己搜集的成果，使学 生 初 步 了 解 我 国 中 国 古 代 科 技 的 成 果，
认识到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顽强的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
爱国精神和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

第三，科学评价教学效果。有效的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效
果的一个客观的检 测 和 评 判。以 教 师 评 价 为 主 是 传 统 的 高
中历史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比较单一。受高考的长期导向
作用，教师在教学评价中主要参考学生在各种测试和考试中
的成绩，评价范围 较 窄。高 中 历 史 新 课 程 标 准，强 调 历 史 教
学不仅应注重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还应关注学生学
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与方式，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首
先，教师应改变传统历 史 教 学 中 以 教 师 评 价 为 主 的 现 状，在
教师评价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同学间互相评价或学生自
己对自己进行评价，综 合 运 用 多 种 评 价 方 式，使 历 史 教 学 评
价更为全面和客观。其次，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学习历史知
识的结果，还要关注学 生 学 习 历 史 知 识 的 过 程，使 学 生 掌 握
科学的历史知识学习方法，提高运用这些方法分析历史事件
的能力。再次，教师 要 采 用 多 样 化 的 评 价 方 式，除 了 考 试 的
形式，学生的课堂表现 情 况，作 业 完 成 情 况 等 都 可 以 作 为 评
价内容，列入历史 教 学 评 价 的 范 围 内。通 过 上 述 三 种 方 法，
能有效解决传统评价 中 存 在 的 问 题，构 建 科 学 的 评 价 机 制，
促进历史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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