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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方式也变得多元化。情境教学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方式,也取得了很好的

教学效果。情境教学法可以很好的把历史内容转化为真实的情境实现化虚为实,所以初中历史课堂也非

常适合运用这种教学方法。只有合适的教学情境才能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才能对课堂教学起到良好

的作用。鉴于此,文章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对初中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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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教学的概念 

情境教学这个方法,越早引入到课

堂中,就会越早帮助学生获得提高,尤其

是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更需要情境

教学这个方法,将课程内容直观的表达

出来。其实情境教学并不复杂,就是将课

程内容设计成情景剧,这样的表达方法,

可以把历史内容分析得既详细又透彻,

学生也会更有兴趣、更积极的加入其中,

能够投入到课堂教学中,自然会收获到

相应的知识。以往初中历史课程教学效

果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吸引学生,让

学生投入到教学中,如果使用情境教学,

那么学生的注意力都会在课程内容里面,

教师只要加以指导,就可以把知识传递

给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

动慢慢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变多了,

所以情境教学的优点非常明显,非常适

用于初中历史的教学。另外在设计情景

剧的时候,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其中,主

动的去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掌握更多的

知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养成自主

学习的习惯,所以情境教学的优势,绝不

仅仅是一个方面,从情境教学的设计到

过程、结束,学生一直在获取知识,这样

学习效率自然会有所提高。 

2 情境教学对初中历史教学的

重要性 

2.1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 

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对于历史课程,

都是没有太大兴趣的,很多人都知道兴

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在学习中也占据

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学生获得

提高,就得先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那么

情境教学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趣味性来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在过程中引导

学生,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形成自主

学习的模式,最终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

趣,也就相对增加了教学效率。一般初中

历史教学都是在课堂中给学生传递知识,

所以怎么利用好课堂教学就是关键,但

以往的教学方式,对于课堂的使用率并

不高,单一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提不起任

何兴趣,所以也会出现吵闹的情况,教师

还得花费心思去管理课堂纪律,这样教

学质量也就会有所下降,但是情境教学

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凭借有趣、欢乐的

氛围,让学生更加投入,而且对学生有很

强的引导作用,自然而然地去进行互动,

从快乐中去养成兴趣爱好,直到对历史

课程有一个新的认识,愿意自主地去学

习,这就说明情境教学起到了非常好的

效果。 

2.2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情境教学对于学生来说,提高的不

仅仅是一个方面,除了学习效率之外,还

有很多地方可以通过情境教学获得提高,

在扮演某一个角色的过程中,学生会提

高自己理解能力,尤其是对课程内容,会

有产生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一直保持

下去。其次还有表达能力,可能很多学生

都不太善于表达,平时朗读都会很小声,

但是通过情境教学,整个人都会变得更

加开朗、自信,这一点对于内向的学生来

说非常重要,也是其他教学方法不会起

到的效果。另外通过情境教学,也能引发

学生的思考,从而增加学生的逻辑能力,

有一些课程其实非常难,在做题的时候

需要不断地进行思考,以此来拓展学生

的思维,其实历史课也可以,针对课程内

容设计一些有意义的剧情,去引发学生

的思考,同样会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所

以情境教学对学生的提高是综合性的。 

2.3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 

在历史课程中加入情境教学,优点

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对于教学内容

来说,那些重点、难点学生更容易掌握,

这样学习效率自然也会提升。因为初中

历史课程内容非常多,所以要比看起来

更难学习,大量的知识点,学生根本不能

全部记住,所以必须要使用合理方法去

帮助学生,而情境教学对于知识传递的

优势非常明显,教材中的重点、难点都可

以设计成情景剧,让学生参与到其中,加

深对这些知识内容的记忆,从而获得更

大的提高,当学生进入到角色内的时候,

也会更好地感受历史文化,发掘其中的

更多涵义,甚至还可以帮助学生进行知

识的巩固,所以情境教学可以很好地攻

克历史课程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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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中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的

应用策略 

3.1借用直观性教具创设情境 

所谓历史就意味着其所具有的文化

背景和时代特点与当前具有一定差别,

而学生仅靠教师的语言讲解和课文只字

片语的介绍,就要完成充实的学习难度

很大。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将直观教具带

入到课文情境中,辅助教师开展高效的

历史教学。而学生在图片或是模型等帮

助下,对于其对应时代的一些特征事物

具有相应的了解之后,能够快速的抓住

历史事件的核心。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

活动过程中,将图片和模型展示出来,促

使教师的语言讲解更加生动。而直观的

教具对于创设情境来说是锦上添花,能

够帮助学生用自己的延展思考对那个时

代进行简单的勾勒。 

3.2采取角色扮演创设情境 

通过将历史事件重现于课堂,让学

生有如身临其境的感受,进而对于历史

知识具有更为深刻的学习和思考。角色

扮演的方式能够帮助学生迅速的沉浸到

历史当中,并且从自己角色角度去思考,

诠释该历史事件,这样的学习方式有利

于学生对于历史延伸出更多的思考。同

时,这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的教学活动,

与新课程改革的主旨思想不谋而合。在

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利用角色扮演来

创设情境,具体呈现形式是教师将某个

历史事件以情境演绎的方式重现,学生

分别饰演历史事件中出现的角色,用亲

身体验去直观感受历史。 

例如,教师在教授“香港和澳门的

回归”一课时,教师可以重现那天的感

动,教师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国歌,让学

生分别饰演中国代表人,英国代表人和

葡萄牙代表人,在国歌下感受自己角色

的情感。这不仅让学生良好的学习了这

一节课的内容,同时也让学生真切的感

受到澳门和香港回归到祖国怀抱的激

动人心。 

3.3结合生活实际创设情境 

与学生生活相近的知识内容,学生

会产生更强的共情能力,理解的会更有

深度。由此,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情境带入

到历史教学活动中,能够让学生具有代

入感。因此,教师可以尝试将与初中生生

活中息息相关的事件与历史知识进行科

学的糅合,促使学生产生更大的自信心

去了解历史这门学科,甚至于愿意为了

学好历史主动去关注生活中一些事。 

例如,教师在讲解“人们生活方式的

变化”一课时,教师在完成教材上的基本

讲解后,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实际生活中

与教材上所描述具有哪些变化和不同,

从而对于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具有更为深

刻的认识。以这样对比的方式,让学生从

当前生活的角度去感受历史上不同的发

展时代和背景,用历史的角度感受当前

生活的来之不易。 

3.4采用语言特点创设情境 

教师在建设历史课堂情境,并引导

学生进入到这个学习氛围中,需要利用

语言上的感染力,让语言表达出来的情

境更加具有艺术感。用生动的语言表达

出来的历史内容也更加灵动,让简单文

字变的丰富多彩起来,让学生进入到教

师营造的学习氛围中。语言是教师表达

和呈现知识内容最为简单直接的形式,

教师无需其他物品的辅助,只需要用

充满带入性的语言,促使学生对于这

部分历史内容产生更大的共鸣即可。

教师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所具有的语

言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有激烈的春

秋时期,有波澜壮阔的长城建造,还有

痛彻心扉的战争侵略。配合符合学生

特征的生动语言,促使学生对历史学

习产生新奇感。 

例如,教师在教授“盛唐气象”时,

唐朝时期,我国所创造出来的生产总值

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万朝来拜,想要学

习我国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教师在讲述

这部分内容时,就可以带着慷慨激昂,自

豪的情绪进行阐述,介绍农业生产的工

具,丝织,陶瓷以及文化产业等,这都是

当时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4 结语 

基于历史情境展开教学,对于培养

学生家国情怀,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至关重要,

依托这些鲜活的历史情境,教科书中原

本枯燥、乏味的知识变得生动、形象、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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