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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活跃初中历史课堂气氛

金荣鹏（辽宁省新民市金五台子学校）

摘  要：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也是青少年自身

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这对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分组合作探究、层次化

教学、活动课展示使历史课堂气氛活跃，充满了正能量，课堂效率明显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也大大加强，教学质量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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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

也正朝着建设伟大强国的方向前进。培育具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

也是青少年自身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这对义务教

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分组合作探

究、层次化教学、活动课展示使历史课堂气氛活跃，

充满了正能量，课堂效率明显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也大大加强。因此，教学质量得到了保证，成

绩如芝麻开花节节攀升，达到了预期效果。

一、组建学习小组，开展合作探究，增强

学生学习积极性

（一）课前准备，分组讨论

这是课堂教学的准备阶段，也是课堂教学成功的

重要条件。首先，把班级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在课前，

这几个小组分别针对该篇课文设计问题，然后根据设

计的问题写成简单的教案之后交给老师，老师再从中

选出最好的教案。接着由本组的同学把问题写在展示

板上，供同学们共同探究并学习，其他组的同学也可

以对该组同学所出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这

样同学们就形成了一种自主学习、积极探索的精神。

在互相研讨的过程中，使该小组的问题更加准确、更

加完美，贴近教材。这样的教学形式激发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探求知识的渴望异常高涨。在互相讨论过程

中既钻研了教材，又增长了知识。

（二）新课引入，分组探究

新课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主要是教师组织

学生把搜集的相关材料在课堂上选用恰当的形式来展

示。在课堂上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形式。

在这个教学环节，首先，各组长可以根据教师课前布

置的新课任务，进行组内分工，分别探究各部分知识

的重难点，并找出问题所在。其次，充分利用课堂中

的教学资源，来展示本小组研究问题所得到的答案。

在述说过程中，其他小组的同学也可以对这组同学所

说问题答案提出质疑。接着，大家共同研讨找到符合

课程标准对本课提出教学要求的正确答案。在课堂上，

各组同学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促进他们对新知识的理解。在互相研讨的过程中，教

师也适当加以点拨，这样使学生们茅塞顿开，原来和

这个知识点的准确答案也就差那么一些，都有一种如

释重负的感觉。看到学生那种因讨论问题而红扑扑的

小脸，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增强了从事教

师这个职业的自信心。最后，我也因势利导对每个胜

利小组做出评价，并且给每个小组记分。通过评价记

分的形式比较直观地展示了各小组对本节课教学重难

点的理解程度，增强了各小组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和

进取精神，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三）拓展练习，分组总结

这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学环节的

逐步深入，新课的拓展练习就表现得很重要了。在此

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各组的组长可以精选一部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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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可

以互相探讨质疑，寻求最标准的答案。在探讨问题的

过程中，可以采取分组回答、个人答、抢着答、抽号

答的形式，这样每名学生都在积极思考，回忆本节课

的重难点知识，努力找出正确的答案。因此，拓展练

习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回答问题、

或是小组讨论中，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对于他们给

出的答案进行适当的点拨分析，引导他们能够总结出

正确的答案。同时，我也及时给各组作出评价并打分。

对于特殊难的题，我会及时作出自己正确的解释。最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个人或小组都对本次问题的回

答做出总结。

二、层次化教学，注重个性培养，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

新课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总体设计

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从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和人

文素养出发，使学生掌握中外历史基础知识，初步学

会学习历史的方法。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学习历史时得

到不同的发展。在组建合作探究小组的同时，教师教

学目的层次化、课堂教学层次化、巩固练习阶段层次

化都显得尤为重要，有力地推动班级学生认识到学习

历史的重要性，达到人人爱学，缩小差距，争取每名

学生的成绩都能得到提升的目的。

（一）教学目标，分层安排

教师的教学，应是“功在课前”，也就是说要做好

课前的备课。只有备课时充分理解课文的内容，以及教

学大纲对本节课的要求，才能够吃透教材，正确理解教

材的目标是什么。结合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

教，根据他们的特点设立不同的学习目标，让每名学

生都能在将来的学习当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发挥

自己的特长。在学习当中找到自己的成功点，找到自

己的快乐所在，得到一份满足。对于优等生的问题设计，

应选择一些有难度的习题。针对他们的特点，充分拓

展他们理解问题的空间，发挥他们的特长，找到问题

的解决方法，拓展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以及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对于中等学生设计的问题，

应当难度适中，让他们在充分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适

当有个小发挥。既要他们感觉吃得饱，又不能过于使

他们惊慌。优等生看到这些问题时感觉比较容易答出，

学困生却答不出来，这样他们也获得了满足感。对于

学困生的问题设计，应多归于教材的基础知识，让他

们多读课文，背会课文中的重点知识，能够尝试着给

大家背诵，加深他们对课文的认知。这样针对不同层

次学生的学习而设计不同的习题，让他们都能够在理

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快乐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过程，分层调整

教学过程是教师展示备课内容，提高学生掌握知

识的重要过程。在教学过程中 , 可以根据教学目标设

计的内容，进行很好的分工，由浅入深地把书中及搜

集的资料给学生讲透，逐步提升学生对问题的认识。

对于不同问题，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点拨，

努力让他们找出问题的关键点，深入进行分析。依据

优、中、学困生的特点，分别找代表来回答。然后根

据他们回答的结果，依次做出评价，并给他们打分，

记入小组的成绩当中。这样优等生可能答得完美，中

等生答得欠缺，学困生答得简单。老师在总结时，因

人而异，给予他们相当的分数。这样孩子们都为自己

能够完成教学任务而满足。例如，我在讲授中国历史

七年级上册第 16 课“三国鼎立”时，针对这篇文章中

提到两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我给学困生设计的问题是：

读课文，找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的“时间”“交

战双方”是什么；给中等生设计的问题是两次战役的

“结果”“影响”是什么；优等生设计的问题是除了以

上问题之外，还另外加了一条两次战役的“背景”是

什么。这样他们依据各自的任务而深入地研究课文，

互相讨论着、争执着，都能为找到正确答案而高兴。

对于同一问题的探讨，我可以根据事先的分组，让同

一层次的学生之间进行探讨。也许你说得很多，也许

你说得很对，但其他同层次同学，也可以提出不同的

见解。往往为了一个问题，争得异常激烈，你不服我，

我也不服你。学习的兴趣大大增强，很好地推动了学

生对知识的认知及渴望。同时，我也参与其中，加以

重点的点拨，肯定优点，改正缺点，并且让他们认识

到，哪个该回答，哪个不该回答。看到说对答案的同学，

因为问题答案说正确了，而挺起胸膛。说错答案的同

学懊悔的样子，并且能够虚心地向说对答案的同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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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直到问明白为止。我内心想：这不正是我所需要

的学习氛围吗？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可以参与课堂教学

环节的讨论当中，尤其对于学困生起到一种激励的作

用，使课堂学习气氛热烈，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巩固练习，分层落实

以往教学过程中所出的练习题，可能不注意学生

的特点，弊端很多。优等生觉得问题没有难度，学困

生却答不出来，课堂上学习气氛不热烈，觉得学习没

有兴趣，没有成功的喜悦。为了强化学习效果，应根

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而精选一些适合他们特点的习题。

但遵循的基本方法是：根据学生掌握知识能力的不同，

应该设的问题难度有所不同，也就是难易适度、有层

次。但不能片面地追求问题的难度，而让中下等生感

觉迷茫，学习没有动力，也不能让问题出得太简单，

而使优等生觉得本次课堂练习太无聊。例如，我在讲

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 10 课《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

的建立》时，给学困生出的问题是书上的基础知识点：

即	1. 填空：1206 年，（		）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他

被尊称为（			）；而给中等生出的问题稍微复杂些，即	

2. 选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闻名中外的英雄，他

属于（			）a. 女真族		b. 满族		c. 藏族		d. 蒙古族；而给

优等生出的问题更难些，即 3. 选择：下列对我国古代

少数民族杰出首领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阿骨打

建立金 b. 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c.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

d. 成吉思汗建立元朝。经过深思熟虑，各个层次的学

生基本上都能够按照要求在单位时间内回答出问题。

当然，在课堂上教师也要多给学生创造自由择题的机

会，多给学生充分述说自己观点的机会。多关注“学

生的想法”，让学生多思考、多探究，充分发挥他们对

问题的探究能力，让他们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充分感

到学习的快乐。	

三、活动课展示，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

生学习情趣 

初中历史主题活动课，主要是从学生的学习兴

趣出发，充分把握课本中的主要知识点，然后在教师

的引导下，学生自主进行探索和研究，充分发挥他们

学习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学习的兴趣，让

学生处于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进行实践练习。正如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学和教育的技巧

和艺术就在于要使每一个学生的力量和可能性发挥出

来，使他们享受到脑力劳动中的成功的乐趣。

（一）教师引导，激发情趣

在初中历史主题活动课实践过程中，学生虽然是

实践的主体，但并不代表教师不参与其中。在学生实

践过程中，教师要做好准备工作，积极引导学生能够

正确参与其中，以最大限度提高他们对知识的理解程

度，认识到活动课的价值。

（二）小组合作，调动情趣

在上历史主题活动课时，为了搞好寓知识教育于

活动之中，可以充分开展小组竞赛、小组合作、自由

组合竞赛等形式，利用这种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

学生求学的欲望及兴趣。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提高初中

历史主题活动课的质量，努力达到完美的效果。

（三）活动评价，增进情趣

在初中历史主题活动课当中。要做到寓教于乐，

教学评价是不可少的。每一次活动的开展，都会给

学生留下一定的知识及经验，而应用教学评价就能

够很好地做出反思，最终来提高他们对历史活动课

实践价值的认识。因此，教师在完成一次主题活动

课之后，要及时进行总结和评价。首先，教师可以

利用自身对活动的认识，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

活动带来的收益，及时作出总结和评价，改正那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让各个小组之间进行相互

评价，或者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通过发表见解，

或写活动观后感等方式进行评价，从而认识到自己

的不足，反思自己取得成功的地方。这样增进了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友谊，提高了他们对问题的认

识高度，为取得新知识而快乐。

总之，分组合作探究、分层次教学、活动课展

示，都是教学的重点所在，都是符合当今教育形势，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不管哪种形式，都

是多层次、丰富的，都能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在

课堂教学当中，教师一定要努力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用赏识的眼光对待每名学生，

积极采取适当的方法鼓励尝试，让他们分享成功的

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