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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目前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很多学生认为中国古

代史是辅修科目，不重视中国古代史的学习，而实际上

历史这门课程是非常关键的，学生初中中国古代史的

学习质量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在高中的学习，甚至是中

考成绩。应对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以高度的重视，保证

教学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

素质。但如今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现状并不乐观，初

中生对学习中国古代史不感兴趣，不重视，教师教学方

法缺乏等，使得初中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效率难以提高。

1 初中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现状
1.1 教师教学方案传统

首先，教师在教授初中中国古代史时，大多数都是

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是机械地接收知识。这种枯燥无

味的教学模式使得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效率的提高成

为一道难题。这种教学模式会使得学生对于中国古代

史学习产生错误的理解。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许多学

生就会认为，只需要花时间进行背诵就可以在中国古

代史学科的学习中取得较好的成绩。由于这种错误学

习观念的存在，使得许多初中生在学习中，并不会注重

对各类史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学习不利于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1]。当前升学率竞争比较激烈，有一部分教师
拉高升学率，仅仅给学生讲解中国古代史中浅层次的

内容，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所谓的重点、考点，应付升

学考试，这样不仅违背了初中中国古代史教育的初衷，

对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也有阻碍，对发展中国古代史教

育教学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次，一些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师的水平较低，还是

用老一套的教学方式，很难提高教学效率。在初中各学

科对中国古代史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学校在选择中国

古代史教师的时候，往往很随意，有的初中中国古代史

教师可能还是一人兼多个学科的教学，对中国古代史

只是浅层上的了解，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师，只是将书

上的内容简单读一下，对中国古代史的专业知识并不

会展开去介绍。现在古代史课上用的设备相对有些落

后，没有现代化的教学工具，甚至一大部分教师都不能

熟练使用多媒体，还是局限于历史课本上知识的讲解，

只专注于历史课堂而不结合现实，因此学生对中国古

代史知识的了解还有局限性。几十年不变的教学教案，

只专注于灌输课本的浅层知识，没有细分化和代入感，

拉远了学生与历史故事之间的距离，无法真正理解古

代史知识[2]。
1.2 学生积极性不高

中国古代史对初中学生的吸引力低，学生的积极

性不高，也影响了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效率。作为教

师，没有重视到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积极性。而且

一些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师对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的重

视度不高，他们只当中国古代史教学是一种工作上的

应付。而且，一些初中中国古代史老师中有不少是代课

老师，他们只是从书本上照读对初中古代史进行讲解，

这样就不能发挥初中中国古代史课本身的含义。这样

的教学方式效率较低，就会使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变

得更加枯燥。对于学生来说，提高他们的兴趣学习中国

古代历史就更加困难了；作为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没有

那么重要，也导致了学习兴趣不高。

1.3 社会因素
当今正处于发展迅速的时代，学生的学习动机日

益功利化。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学生很难获得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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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经济利益的技能，这导致学

生对古代史的学习缺乏热情。此外，人们普遍对历史的

教育功能认识不足，不能充分利用历史经验开展日常

生活。简单地认为历史教学活动是帮助学生回答历史

事件的时间和地点等基本功能，没有正确认识到通过

学习历史，学生可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培养高尚的人

格和广阔的视野。这其实是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都非

常需要的精神食粮。

纵观当今教育领域的古代史课程，不难发现，中国

古代史的所有课本，从初中教科书到研究生教科书，几

乎古代历史教科书每个阶段的编写都是按照历史朝代

的变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编写的。虽然历史

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无法篡改历史，但在编写教材或

课程内容的过程中，应当按照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来

划分不同程度的教学内容，这也是历史教学的基本要

求。如果不同级别之间没有划分层次，那每个阶段的古

代历史教学都会造成重复，势必会使学生学习本课程

的学习积极性降低，对教学效果的提高产生严重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更多学校的教学条件

正在往好的趋势发展，广泛应用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教

育技术，教学过程也因使用这些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变

得更加生动有趣。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存在

不同程度的弊端。由于课堂上集中展示大量的多媒体

课件，相对弱化了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一门精彩的中

国古代史课程，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而现代信息教育技术的大量使用使得教学变成了一堂

图片演示课，从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此外，部分教师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多媒体课件的时候，往往展示

的内容被夸大，与现实脱节。虽然这一教学过程更加生

动、有趣，但由于课程内容与实际内容的分离，不可避

免地会影响课程内容的传播，使古代史教学失去其科

学、严谨的本质。

2 提高中国古代史教学效率的方法
2.1 转变教学方法

教师改变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初中中国古代史的

教学效率。许多初中生认为中国古代史是一门次要学

科，认为中国古代史并不重要，也不太重视历史学习。

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充分利用 45min的上课时
间，通过设计各种教学项目，并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

法，创造一个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提高中国古代

史的教学效率[3]。应当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摒弃照书
本读的方式，应当挖掘更深层次的教学内容，课本上的

知识相对来说还是较为浅显的，应多给学生扩展一些

课本之外的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范围，使学生能

够联系到相关的知识，进行有效记忆。除此之外，教师

还应当增加课堂提问，开展一些趣味小活动，使中国古

代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更近一步，从而增强初中学生

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兴趣，提高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效

率。学校对初中的中国古代史教育加以重视，要求初中

历史教师具备专业知识，对代课教师和在职教师都要

提高教学要求。理解初中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真谛需

要教师提高专业知识储备，提高初中历史的教学效率。

只有具备丰富专业知识的教师才能对教材进行深入的

讨论和研究，才能在教学中触类旁通，准确的挑选知识

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教

师要对其广度进行开拓发展、对其深度进行理解挖掘、

对其细节认真处理、对其知识细致探讨、对其不同观点

吸收运用。而要达到这个水平，需要教师博览群书，丰

富学识，以提高史学素养，充实自己。同时，教师要认

真研究教学中涉及的知识范围，认真分析要讲授的中

国古代史知识点，尽可能明确知识的内在含义、外在

外延、整体结构和细节联系。特别是教师要从学生理

解的角度思考历史知识的教学，可以简单概括为“三

点一线”。

在古代史教学中使用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方法。以

整个学期的各种教学活动作为考试评估的时间。评价

和考试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了提高中国古

代历史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有效地开发综合评价方法。

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其实给教师提出了更高层次

的要求，所以作为一位中学历史教师，不但要与时俱进

调换思维方式，更新观念，并且要从当今科学文化、思

想道德、心理、教育艺术等方面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满

足“素质教育”的教学需要。

2.2 激发学生兴趣
孔子曾说：“好知者不如善知者，善知者不如乐知

者。”对知识的兴趣是学习的最佳刺激因素。因此，提高

课堂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激发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成功的课堂教学

之初，应该有一个精彩的课堂介绍。一个好的课堂开端

足以决定一个学生在这一堂课是否会认真听讲，当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激发出来了，这节课也就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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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枯燥乏味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的

兴趣，为学习新知识做好准备。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特

点，利用多媒体、投屏等现代科技，以生动的形式将中

国古代史知识展现给学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

的兴趣。例如，《元朝的统一》这一节课，可以在讲到文

天祥抗击元军时插入《过零丁洋》配乐诗的音乐，这一

细节的处理可以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仿佛自己身处在

抗击元军的壮烈场面之中，把文天祥宁死不屈的人物

形象再次呈现在大家面前，栩栩如生，在这生动的氛围

中，学生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

爱国主义精神[4]。
学生更愿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在这种氛

围中得到的是快乐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也是师生进行情感和思想

交流的过程。学生感觉到老师的亲近，营造轻松愉快的

氛围，更有利于获取知识。

2.3 加强师生互动
学生的情感和意志也取决于师生之情的关系，和

谐的师生关系会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学生们都喜欢老

师一走进教室，整个班级的氛围是十分欢乐和谐的，学

生也会自发地产生对学习的兴趣，对于这位老师讲的

课也听得津津有味。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一

视同仁，真情实意地跟学生成为朋友，而不是明确的上

下级关系，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善良，温柔，友好，学生

打心底里把老师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不会因为害怕

出错被责备而不敢回答问题，所以，处理好师生之间的

关系也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课程内容虽然比较多，但有一些英雄人物令人敬

佩，还有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如历史演变、战争条

约等等。学生们的好奇心也就被勾起来了，在课程的讲

解之前，更需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这时就需要增加

师生的互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如今，越来越

多的古装剧和穿越剧出现在荧屏之上，教师可以利用

这一点引入本节课学习的主题中，更有利于调动学生

对学习中国古代史的积极性，并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课

堂讨论中来，让学生自主参与交流，能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的能力，例如，问学生，穿越剧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

部、故事是发生于哪一时代、有哪些有名的历史人物等

等。当一个话题是学生们喜欢的，那在接下来的学习

中，学生们会打起十二分精神来面对。在课堂开始之

际，从学生喜欢的话题切入，会更有利于本节课程的顺

利进行，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对课程教学效率的提高

也有一定的帮助。

通过课堂上生动有趣的讲解，不仅营造了轻松欢

快的学习氛围，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中国古代史的教

学效率[5]。在一堂课结束之前，可以适当地留一个小彩
蛋，仅给学生们一点提示，其他的由他们发挥想象力去

想象，引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才会去主动探索会是什么

样的人物发生了怎样的事件，内心里会一直期待着下

节课的到来，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此外，中国古代

史知识内容较为复杂，从多个方面出发激发学生学习

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在兴趣中学习相对容易得多，引

导学生利用好课后时间，把同一时间段内发生的多种

历史事件串在一起进行相关记忆，对知识的记忆会更

扎实。

3 结语
教学效率既是教学的生命，也是初中中国古代史

课堂教学的灵魂。教学效率的提高需要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用较高的自身教学素养传授知识，利用现代媒体

技术，创造一个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用灵活生动的教

学方法让学生快乐、易学，发挥出中国古代史学科强大

的生命力。简言之，初中历史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培养学生的中国古代史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兴趣得

以提高，才能使全体学生参与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活动顺利开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手段上

进行优化和选择，上述 3个步骤紧密相连，相得益彰，
相信做好这 3个环节，便能实现初中中国古代史教学
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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