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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之美
常德市鼎城区黄土店中学 钱光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三十多年的
初三历史综合复习教学中，我注重对历史复习方
法的摸索与探讨， 在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提高学生历史学习成绩、保护学生终生学习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我把自己探索的复习
方法进行简单的归纳，与奋斗在历史教学第一线
的老师们共享。

一、框架结构法
例如：中国历史基本框架

上述框架构建了中国历史知识网络， 让学
生对中国历史全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真正起到
了“框架犹如钢，钢举目才张”的效果。

二、综合比较法
综合比较是复习历史一种经常使用且行之

有效的方法。综合比较分为同一类型相关史实的
纵向比较和同一时期中外史实的横向比较两类。
如：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先后出现了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我们从时间、背
景、目的、思想主张、阶级派别、学习对象、性质、
主要内容、结果、历史意义、局限性等方面进行纵
向比较。再如：世界现代三次伟大政治改革。我们
从国家、时间、改革名称、主要内容、意义、特点等

方面对列宁、罗斯福、邓小平三位伟人的伟大贡
献进行横向比较。 通过比较，能帮助学生辨别异
同，形成经久记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逻辑联系法
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相当紧密的。 例如：

一战结束后， 战胜的协约国召开了巴黎和会，把
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成为五四运动的导
火索，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如果教师能把
这些历史的来龙出脉向学生叙述清楚，有助于学
生把握历史的逻辑联系和发展方向，有利于学生
思维能力的提升。

四、史实串联法
许多历史史实表面上是单独存在相互无关

的，但是经过教师的精心加工和提炼，就可以把
枯燥无味的史实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历史链。 如
复习《日本专题》，我是这样串联的：646年大化
改新，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1868年
明治维新， 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1894—1895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参与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19年取得德国在中国山
东的权益；1922年失去独占中国的局面；1931年
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
1941年 12月 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1945年 8月
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 9月 2日签订投
降书；1987年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通过串

联， 日本历史发展线索和演变历程一目了然，学
生对日本的成败兴衰跃然于心。

五、“热点”专题法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今民生问题颇受关

注。 上学期初三历史复习教学中，我就作了一个
关于中外历史民生问题专题复习。 从“商鞅允许
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唐太宗提倡节俭、民
贵君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的
土地改革”到“林肯的《宅地法》”、“列宁的粮食
税”等。通过对“热点”的专题研究，提高了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从理性上感
悟、与时俱进。

六、化繁为简法
讲究课堂艺术的教师擅长于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让学生越学越轻松，越学越有成就感。如
果碰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知识点，我们不妨化繁为
简，鼓励学生临难而不畏。例如：讲辛亥革命的历
史意义时，我就是用关键词提示法来帮助学生记
忆的。 即：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有利于
学生学习毅力和意志的培养，保护了学生终生学
习的兴趣和欲望。

七、数字列举法
在历史复习中， 我陆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

数字现象。一是时间上相似特征的历史史实，如：

1901年辛丑条约；1911年辛亥革命；1921 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1941年皖
南事变；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71年中国恢复
在联合国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二是经历的时间相同的历史史实。如前后历时十
年有：土地革命（1927年———1937年）；社会主义
道路探索时期（1956年———1966年）；文化革命
（1966 年———1976 年）； 拿破仑帝国（1804
年———1814 年）；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1816
年———1826年）。三是同一时间内不同的历史史
实，如：1861年中国洋务运动开始、总理衙门的
设立、美国内战爆发、俄国农奴隶制改革等等。

八、乡土辅助法
乡土历史有助于学生对书本历史知识的理

解和消化。“蔡伦改进造纸术”让学生产生对家乡
文明的自豪感和祖国四大发明的认同感；“常德
细菌战、厂窖惨案”能让学进一步了解日本法西
斯的野蛮和灭绝人性；“龙山里耶秦简、长沙走马
楼吴简、马王堆汉墓”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把中华
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引向一个新的高
度。

九 、诗词歌谣法
诗词歌谣朗朗上口， 有一定的文学感染力

和艺术鉴赏力，能怡然性情、陶冶情操。如：“吃饭
靠两平，小平和隆平，小平责任制，隆平籼型种”，
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袁隆平的“籼
型杂交水稻”，让学生永远铭记于心。

历史综合复习教学重在激发和培养学生学
习的动机和兴趣，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必须研究
生情、摸索学情、把握教情，有的放矢，灵活运用
不同的复习方法，让学生学中有乐、乐中勤学。我
们辛勤地播雨，红花越开越艳；我们及时地助风，
雏燕越飞越高。

一、班主任工作要创新
“班主任工作要注意根据教育均衡、公平

的原则……”“不能只关注成绩，要培养学生
竞争意识、榜样意识、树立标兵、激发欲望意
识，培养学生的家庭责任、集体责任、社会责
任、国家责任，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愉快的
学习，最终塑造学生的独立人格”。 湖北省特
级教师江明全正在给台下 270余名教师讲自
己对班主任工作的见解，给学校全体教师们
抽响了开学“奋蹄”第一鞭。

江明全老师的讲座打动了全场教师的
心， 随后本校 7 名优秀班主任也上台与专
家和同事们交流了自己工作心得。 54 岁的
张青老师在交流中情绪高昂，用诗歌朗诵、
歌声、 快捷记忆法等多种形式展现了其班
主任工作中的特殊教学方法， 赢得了全场
教师的肯定，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这位在
班主任岗位上战斗了 28 年的本校专家致
以崇高的敬意。

交流会最后，学校教科室主任张成英老
师和笔者说到：“班主任是全校教育教学的中
坚力量，是抓学生管理、抓教学质量的关键环
节。 我们需要避免盲目自大，搞闭门造车。 学
校之所以要在开学前一天举办班主任经验交
流会，请来省外专家同行进行交流，就是希望
以此来引进外面的先进理念，相互取长补短，
促进班主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

二、警惕“雁过拔毛”正师德
“一定要把学校的资助资金、项目资金的

核算、管理、账目搞称头（龙山县方言，‘好’的
意思）、搞利落、搞清楚，决不能‘雁过拔毛’，
设立小金库……”，学校召开了“雁过拔毛”式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清理核查工作会议。 在工
作会上，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兰长永在谈到
有关学校资金管理、核算、使用等方面情况
时，紧密结合了中央对整治“雁过拔毛”式腐
败问题的重要精神对与会人员进行宣讲，提
出工作要求。

会上，学校对各部门负责人强调了对项
目资金的使用管理一定要专款专用，坚决不
能截留学生资助项目资金。“我觉得今天的会
议开得及时，在开学之初，就应该要让我们这
些学校管理层的同志们提高警惕，以防在今
后的工作中犯错，今天打了‘预防针’，以后的
工作思路更加明确了。”教师工作办公室主任

胡波老师对笔者如是说。
会后，笔者找到了分管党建工作的向群

山副书记，了解该校的党建基本情况。 通过
了解我们得知， 学校 300 余名老师当中，有
72名党员。 目前，这些党员教师们基本都已
是学校的中坚力量，为龙山教育和学校的发
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全校老师当中真正起
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兰长永校长意味深
长地说：“把党建工作与师德师风建设联系
起来，让党员同志们带头，廉洁自律、勤政务
实，带动全校教师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
环境， 用自己良好的言行去感染影响学生，
这才能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三、激活岗位意识竞上岗
在心理学上有个很出名的故事：挪威人

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鱼的价
格要比死鱼高许多， 所以渔民总是想方设法
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
但绝大部分沙丁鱼还是在中途因窒息而死
亡， 却有一条渔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
回到渔港。船长严格保守着秘密，直到船长去
世，谜底才揭开。原来是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
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
鲶鱼进入鱼槽后， 由于环境陌生， 便四处游
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
处躲避，加速游动，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
迎刃而解了。

讲完故事后兰校长说到：“当一个个体，
长时间的在一个岗位工作后， 就会不知不觉
地产生一种职业倦怠。 处在‘高原期’中的教
师，找不到前进的动力，就会影响教师个人专
业的成长，从而影响学校的发展。作为学校管
理者，应该像那位船长那样，考虑到阻碍学校
和教师发展的种种因素。‘树挪死，人挪活’，
我们只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
本，有效调动教师们的竞争意识，把教师跨越
职业高原期纳入学校工作管理之中， 帮助教
师订立个人规划，增强岗位意识，努力让教师
成为自身跨越职业高原期的主人， 我们的学
校才会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

开学三响“奋蹄”鞭，活跃了思维、端正了
思想、振奋了精神。 我们看见教室、操场、花
前、树下、藤间、池边处处都是学生们奋发读
书的身影，教室里、办公桌前教师们正在用汗
水把自己的学生渡向成功的彼岸。

开学三响“奋蹄”鞭
湘西自治州龙山高级中学 彭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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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中国古代史（距今约 170万年—1840年）

中国近代史
（1840—1949年）

旧民主主义革
（资产阶级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

中国现代史（1949年———
过渡时期（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６年）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１９７８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927年）
十年内战（土地革命） （1927年—1937年）
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945年)
解放战争（1945年—1949年）

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
洋务运动（19世纪 60年代—90年代）
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1895年）
维新变法（1898年）
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1901年）
辛亥革命（1911年） 新文化运动（1915年）

原始社会（距今 170万年—公元前 2070年
奴隶社会（公元前 2070年—公元前 476年）
封建社会（公元前 475年—1840年）

播雨花开艳 助风燕飞高
—————初三历史综合复习方法探讨

衡阳市衡阳县溪江乡中心学校 陶良才

1906 年，王国维在《教育之宗旨》中明
确提出教育之宗旨是“培养完全之人物”。素
质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所
以，在初中历史学科以等级计入中考评价的
现实面前，许多等级已经满足的学生从功利
的角度忽视历史学科的学习情况越来越严
重。解决之法，唯有提升历史课堂之美，让学
生沉浸在美的愉悦之中。 那么，如何利用现
有教学手段展现历史课堂之美呢？

一、吟诵之美
中国自古便是诗词之国，传统教育非常

重视吟诵。在吟诵之中，明白文章之意，品味
语言之美，涵养气质之华。 历史老师必然要
博览群书，口吐莲花。 因为课堂离不开学养
之厚，离不开吟诵之美。

许多年前， 我作为乡村中学的历史老
师， 有幸在城里听了一堂令我难忘的历史
课，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仍记忆犹新，越想越
美。 上课的老师是一位农村青年教师，西装
革履，温文尔雅。他上的是初二年级的《辛亥
革命》一课。当时没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只有
一本书、一个备课本、一支粉笔、一块黑板、
一群孩子。 在学生多次朗读之后，他声情并
茂地背诵了林觉民的《与妻书》。当我听到开
头一段，我便被他磁性的声音、深厚的学养、
动人的情感所震慑， 那是一种灵魂的触动，
那是一种于宁静中本体的颤动。 我相信，那
个教室里的学生， 一定有许多如我一般的
人，多少年后，还深深地沉醉在那份美的记
忆中。

二、情感之美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有情之人。 佛家

称世上之人为“诸有情”。 苏霍姆林斯基说
“培养儿童丰富的爱祖国、 爱人民的道德情
感，乃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核
心和血肉；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
味的空话，只能培养伪君子。 ”

历史课程内容包涵古今万象，但都离不
开人，历史事件千千万万，都是人类所为。每
个事件中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或是
贩夫走卒，或是官宦名流，或是江湖侠客，或
是山野隐士。 这些人在不同的历史事件，历
史环境中展现出的喜怒哀乐悲忧伤，是多么
真切、动人、厚重。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里，能品味无数在不同

时空的人生， 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啊！

当代历史大家钱穆先生回忆他老师童
伯章讲《史记·刺客列传》 中的《荆轲刺秦
王》，讲到图穷匕见时，突然到讲台上翻开地
图，赫然露出一把匕首，童先生迅速拿起，掷
到课堂对面的一堵墙上， 刀锋直插进墙内，
接着他又迅速绕着讲台快跑，仿效荆轲刺秦
王的样子。 同学们都目不转睛，心情紧张地
盯着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诸侯争
雄的时代。

一个教师走入课堂，只有进入那堂课的
时代和境遇，才能唤起自己的教学激情。 以
自己的情感唤醒学生的情感，带领学生步入
历史的情境之中。当学生的情感从现实生活
步入历史情景中时， 得到的才不仅是知识，
而是情感之美的愉悦。

三、哲思之美
历史有厚重的哲思之美。 王朝的更迭、

家族的兴衰、英雄的成败、百姓的愁苦，都湮
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曾经千折百回，曾经惊
涛拍岸，曾经风平浪静。

在这里， 有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有
多少文人墨客把酒话诗，有多少古圣先贤叩
问长天大地！

我们历史的课堂汇聚了多少历史长空
里璀璨的哲思之光。 我们要引领学生去思
考：商纣为何自焚？屈原为何投江？项羽为何
自刎？ 李广为何难封？ 曹操为何不篡？ 李白
为何不考？苏轼为何不相？忽必烈为何不统？
康熙为何自闭？ 谭嗣同为何不跑？ 蒋介石为
何不赢？ 日本为何要侵？ 美国为何要堵？

历史的事实是僵死的，历史的思想是鲜
活的。

任何知识都必须思考而来， 一个问题，
就是一大堆的知识。历史老师必须对于历史
有沉思之习惯，并将自己的所思，渐渐整理
成文。 经常思考，经常撰写，经常增删。 教师
才有思考的力量，才有哲思之美，学生才有
思辩的榜样，才能步入思辩的殿堂。

在历史学科被部分学生忽视的时候，历
史老师更应寻求本学科的超功利之美，并最
终与素质教育的大道相合。这是历史老师对
于事业的最高追求， 也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更是学生的本体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