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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历史图片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强调其在使抽象历史知识具象化、丰

富教学内容以及提升学生认知与理解方面的重要性。研究突出了图片选择的准确性、重点性和

适量性对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性。本文提供指导，帮助历史教师选择与学生认知水平相适应的

图片，以最大化教育价值，有效利用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兴趣，并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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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改理念的实施，历史教学打破了以往一味灌输

课本文字的传统方法，教学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图片教学

成为历史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

图片这一教学媒介对学生进行语言传授、技能训练、情感培

养的一种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完成学

习目标。

一、图片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文字和图片都能表述历史，反映事物、传达信息，但对

文字的理解要求学生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文字感悟能力和想

象、能力，否则对信息的接收、掌握会很不到位。图片则不

然，图片对信息的传达比较直接、直观、形象，不要求要具

备多强的理解力、领悟力，只要把图片与所具有的知识联系

融合便能很好地掌握了。它可以使抽象、复杂的事物形象化，

使教学内容图文并茂、声形俱现，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学

生对图片的信息接受时间要比对文字的接受时间快。一般而

言，要表达清楚一个信息，“通过语言描述所需时间为 28

秒，通过线描图所需时间为 15秒，通过照片所需时间为 9～

12秒，通过实物所需时间为 7秒”。

心理学家认为：凡是直观形象的、灵活多样的、新颖的

刺激物或手段，都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吸引学生的兴趣，

激发他们的学习情绪。生动逼真的图片，给学生一种身临其

境之感，易于进入学习状态。因此，在历史课堂中，注重合

理利用图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习起来心

情愉快、全神贯注、积极主动，因而也容易学好。初中历史

课中的图片有许多种形式，比如：文物图、人物图、地图、

艺术品图、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图、科学技术图以及想象图

等，形式多种多样。初中生兴趣倾向的最大特征是与具体、

生动、形象的直观事物紧密相关。历史图片形象、生动、具

体，是最易于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它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本

身产生一种积极的注意倾向，并激发热烈、持久的情绪,这种

情绪状态鼓舞着学生主动而愉快地学习。充分利用好各种形

式的历史图片无论对历史教学还是学生学习历史都可以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图片在历史教学中应用初探

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培养学生进行自主的、

探究式的学习的能力。利用好历史图片对培养学生的这一能

力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代表——北

京人》一课要求学生掌握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的外貌特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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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对比“北京人头部复原图”和“山顶洞人头部复原图”。

我在进行这一课的教学时，先让学生通过观察北京人头部复

原图，总结其特点：北京人的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高

突，鼻子扁平，嘴巴突出，没有明显的下颏等特点。接着让

学生观察山顶洞人头部复原图，总结出特点：前额倾斜减小，

眉骨薄平，颧骨趋平，鼻子挺直，嘴巴向后缩，有明显的下

颏。最后提出问题，对比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哪一个和现代人

比较接近？由于学生刚才都认真观察了两幅图，很容易回答

出山顶洞人的长相已经和现代人相差不大了。再由此继续讲

解，这种现象的出现的原因是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北京

人生活在距今约 70万年至 20万年，很遥远，所以保留了猿

的特点；山顶洞人距今一万八千年，离今较近，所以与现代

人有着相近的地方。进而说明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仅从

面貌上看，已显示出比北京人的进步性了。由于学生是通过

观察图片直观感受到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外貌差别，并且

是自己总结出了山顶洞人的外貌特征，所以对于这一点的理

解更加容易，更为深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仔

细观察的习惯，以及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

针对教学中的一些重点难点知识，尤其是抽象的知识，

仅靠文字说明往往重点难以突出，难点不易讲清。教师运用

历史进行适当的补充说明，则可以化难为易，化抽象为具体，

有效突破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比如《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一课中学生不但要知道战国七雄的名称，而且要能指出它们

在地图上的位置，这也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课本

有“战国形势图”，就是帮助突破这个重、难点的好帮手。

尤其是可以根据战国形势图中各国的地理位置变成歌谣：

“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间”。这样学生既记住了

七国的名称，又记住了它们的在地图上的位置。再如在八年

级上第一课《鸦片战争》时，以中英军舰为视角，向学生出

示有关图片的资料，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是

在质量方面大大落后于英方。不仅在军舰方面，在士兵使用

的兵器方面也大大落后，清兵大多使用大刀长矛弓箭等，而

英方使用的是热兵器。通过这些武器图片的对比，学生自然

加深对中英武器方面的差距的认识，进而理解清军战败的原

因。还有在七年级上册第 10课《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向

学生出示阿房宫、筑长城等图片，直观了解秦的暴政表现，

秦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

以致理解秦朝二世而亡，根本原因在于秦的暴政。在讲到唐

朝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对外交往范围很广，除了出示唐朝

中外交往的示意图，还可以出示唐朝墓葬出土的一些文物，

比如，大食人俑、东罗马金币、黑人俑等。让学生切实了解

当时唐朝不仅与周边的亚洲国家有交往，远至欧洲、非洲也

有交往。可见，历史图片对学生挖掘知识内涵大有裨益。

图片可以有效帮助我们诠释历史事物特点。例如在讲秦

统一后创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

者称皇帝，至高无上，总揽全国一切军政大权。这个可从课

文中的《秦始皇像》来诠释，教师可首先要求学生观察图画

中秦始皇的整体神态：他目光炯炯，虎视远方，一手按着腰

中的宝剑，一手指向远方，仿佛在指挥伟大的统一战争。然

后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秦始皇的冠冕服饰，看其有何特殊之处。

通过观察，明确秦始皇头戴的称为旒冕，它是古代帝王或诸

侯所戴的礼帽。秦始皇的衣服叫冕服。秦始皇的冠冕及服饰

象征着他至高无上的权威。通过这张图片对皇帝的至高无上

权威有了深刻理解。还有在讲西周时的分封制，如果用文字

描述很难让学生理解，通过“西周分封制示意图”可以很容

易化解这一问题，通过此图把抽象的文字具体化，也让学生

能直观地了解西周分封制。这种采取图片形式来解释历史事

件的方法，肯定有助于学生对原书相关论述文字内容的理解，

而且还可以取得代替文字或补助文字内容，收到更概括和更

形象地阐明主题的效果。

历史图片除了具有对一些历史概念进行解释说明的作

用外，还有对历史事件中的各要素进行概括总结的功能，从

而使学生对历史事件有了系统的了解。例如：七年级下第一

课《隋朝的统一与灭亡》，讲到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只用了

60多个字说明这条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

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大大促进了

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仅有这些简要的介绍，还不能使学生

形成空间概念。但加上“隋朝大运河”图，很容易使学生形

成对隋朝大运河这的间概念。隋朝大运河主要由永济渠、通

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组成，北达涿郡，南至余杭，以洛

阳为中心，对大运河形成整体的空间概念。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教材中的历史地图以及在

历史教学过程中运用的图片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在许多

情况下，历史地图完全可以成为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

历史地图的作用不过是“辅助性的工具”，那是低估了历史

地图的作用。

三、图片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注意点

在课堂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图片，能增强教学的直观性，

减轻学生理解、记忆负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但在历史教学中广泛运用图片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

问题，图片的使用过于追求时尚，华而不实，过多过滥等。

在历史教学中，要想恰当、科学地运用图片，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选用的图片要具备科学性。图片的科学性，是图

片选用的最基本原则。要考虑图片的选用是否具有科学性，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图片时，我们必须考虑图片是否传达了正

确的历史信息。比方说，讲述到秦代长城的时候，用一幅明

代长城的照片来说明是不科学的。明代的长城虽然是在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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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明代长城毕竟不等于秦代长城，

况且，秦代长城的遗址今天尚存，要找到其图片并不困难。

第二，选用的图片要具备代表性。图片要明确达意，紧

扣教学内容，服务于教学目标，不能偏离主题。因此，教师

要明确每次使用图片的目的，所设计的活动应紧紧围绕教学

目标而进行。图片的选用犹如教材内容的选择，务必使中学

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历史知识的精华。这里所说的代

表性包括两种情况：第一，当可以采用多幅图片从同一角度

说明同一历史内容时，也应该选用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例如，

古往今来的画家创作了许多孔子的画像，到底哪一张最能表

现孔子的原貌呢？从画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表现力来看,唐

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应该是较为成功的一幅。第

二，当可以采用多幅图片从不同角度说明同一历史内容时，

应选用最有说服力的一幅。例如，讲述河姆渡文化时,我们面

对的是成百张的出土文物图片，到底应该选用哪张呢？在河

姆渡出土的所有化石和文物中，稻谷的发现是具有世界意义

的，它说明了长江流域下游是世界上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

这也成为河姆渡文化的一大标志。因此，“河姆渡遗址出土

的稻谷”一图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用图片。

第三，图片的使用要具备广泛性。图片的来源要尽量广

泛,包括文物图片、绘画作品、照片、广告、海报、杂志、报

纸、邮票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活泼教材的版面,另一方面也

可以教会学生一个道理，只要留心观察我们身边的事物,就可

以发现当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此外，历史图片的呈现要适时、适度。在时间上要把握

一个“度”。过早地展示，容易使学生分散注意力，不利于

对本课知识的学习。而且，图片的展现还要避免那种一闪而

过的现象。如果学生还未完全理解一个内容时就匆匆地更换

下一个图片，就会使学生在学习上应接不暇，很容易造成学

习上的“消化不良”。同时，运用图片使课堂氛围丰富生动，

需要教师把握合适的度。并不是图片使用的越多、呈现出的

效果越丰富，学生的吸收就越好。如果一味追求生动丰富的

效果，过多地依赖展示图片，也会在无意中把课堂变成图片

展示课。所以图片的使用要简洁实用、尽量一物多用。作为

直观教具的图片是否实用，要看图片在运用时能否取得预定

的教学效果，同时又不浪费时间、人力和物力。未必越先进

越复杂的图片就越实用，也未必图片用的越多越好。充分利

用图片，做到尽所能、物有所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教

师的工作量。而且，一物多用能较好地避免出现因图片过多

而分散学生注意力的问题。

综上所述，历史图片的运用在辅助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充分利用好历史图片资源，

通过有效的应用策略，在读取历史图片中，锻炼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观察能力，提高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有效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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