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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彳代下＿舯籠酸课＿对策探讨

〇 孔繁敏

在
“

互联 网 ＋
”

的大时代环境背景下 ， 教育领

域也积极地将互联网 引人课堂教学 中 ，对 以往的教

学模式加 以创新
，
从而营造 出新型的教育生 态环

境 ，试图打造智慧课堂的教育模式 。 从当下的发展

态势而言 ，智慧课堂 日 益变成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

趋向 ，它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改革和创新指 明 了新的

发展方向 。 对于历史课堂教学而言 ，
它通常采用的

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 如何让历史课堂教学

跟上时代的步伐 ，呈现出新时代的特色 ，从而让其

焕发 出智慧 的光芒 ，是历史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 。 本文将基于
“

互联网 ＋
”

时代探讨智

慧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对策 。

一

、智慧历史课堂的含义

智 慧历史课堂指的是将最新的信息技术 引人

历史课堂的教学中 。 人文式情感性 、开放式共享性

以及交互式合作性是智慧历史课堂三个最为突出

的特点 。

一方面 ，历史教学 自身就具有智慧性的特

点 。 也就是说 ， 历史教学具有一定的人文特点 ， 目

的在于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 ， 进一

步提升 自 身的历史文化修养 ，从而能够化解实际问

题 。 这样的历史教学模式具有
一定的启迪作用 ，

可

以培养学生对历史的敬重感 、公正感 、怀疑与批判

精神 ，并将它们转变成 自 我精神世界的核心理念 ，

在追逐个人价值的同时 ，也了解人类历史文化的价

值 ；
另一方面 ，在体现历史学科 自 身的价值时 ，采用

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方式 ， 主要包含基础性设备以

及信息服务平台 。 其中 ，前者主要指 的是达到历史

课堂教学 目标所必需的硬件设施 ，包括教师的电子

讲台 、
无线互联 网 以及具有交互功能的 ｉ ｐａｄ 等

一

系列便携化的移动终端 ；
后者主要包含两大系统 ，

即历史教学资源服务平 台以及历史教学服务管理

平台 。 它们可以有效地将历史学科的教学和信息

技术加 以整合 ，引 导历史教学课堂趋 向集成化的方

向发展 ，构建起注重体验与互动化的历史教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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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从而确保历史教学资源更为优质化 、秩序化 ，尽

可能地提高历史教学课堂的质量 。

二 、 基 于
“

互联 网 ＋
”

构 建高中 智慧历

史课堂的策略

（

一

） 树立新时代的历史教学观念

因为历史学科本身的特殊性缘故 ，不少高 中生

无法准确地记住历史事件及其相关的人物 。 在
“

互

联网 ＋
”

背景下 ， 历史教师应及时地革新传统的教

学模式 ，树立新时代的历史 教学观念 ，
有意识地引

人信息技术 ，
指 引学生灵活地学习 与记忆有关历史

的知识 ，打造充满智慧 的历史课堂。 毫无疑问 ，记

忆在历史课程的学习 中所 占据的重要地位不言而

喻 。 然而 ， 只有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明确地认

知之后 ，
高中生才能够牢固地记住这些历史知识 ，

进而学以 致用
，
达到切实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 目

的 。 从传统 的历史课堂教学情况来看 ，
因 为学时

短 ， 因此 ，教师无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深入

阐释与历史事件有关的内容 ，学生 自 然也无法充分

理解历史课堂教学的内容 ，最后只能囫囵吞枣 。 据

此 ，历史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 ，
应充分地利用好

“

互联网 ＋
”

时代的信息技术资源 ， 诸如多媒体 的

影像以及图像等 ，设计出解说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等

信息的微课 ，
冲破时空的制 约

， 实时地化解高中生

在学习历史过程 中碰到的难题 ，辅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记忆 。 同时 ，教师也能够借助信息技术 了解不

同髙中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化要求 ，从而设计出更为

合适的课程 ，
辅导学生在短时间内 掌握较为抽象化

的历史概念 ，了 解隐藏于历史现象之后的秘密 ，让

学生触类旁通 ， 领悟历史发展的内 在规律 ，达到透

过历史现象看清本质的教学 目标。

例如 ，在执教
“

文艺复兴巨 匠的 人文风采
”
一

课时
，
教师对传统的 由教师单向性地为学生讲解课

文内容的教学方式加 以变革 ，而采用配乐的方式播

放有关文艺复兴内容的互联网微课 ，
引导高 中生在

观看视频 的过程 中逐渐地领会文艺复兴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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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
，
教师还可以进

一步地指引学生借助于互联网

资源 自主性地学习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微课 ，

深人探究文艺复兴运动产生 的缘 由及其实质。 这

样便可以消解传统教学中教师
“

独角 戏
”

式 的教授

方式所带来的单
一性 、 枯燥性 ，

尽可能地让高 中生

感受到历史课的生动性 、形象性与有趣性
，
提高学

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

（
二

） 融入信息技术的教学新模式
“

互联网 ＋
”

时代下 ， 高中智 慧历史课堂最为

突出 的特点即在于尽可能地使用多元化的信息技

术 ，借助视频 、 图像以 及声音等方式构建起体现新

时代特色的 历史教学体系 ， 营造 出 浓郁的教学氛

围 。 基于学生具体的学习状况 ，教师可以针对性地

制作出与教学相关的图 片或是视频来加强学生的

体验感 ，从而强化教学的有效性。 除却新课之外 ，

历史复习课也可以 采用新式教学模式 。 教师可 以

制作出不同主题的视频来指引学生感悟历史 ，让学

生在观看时不只是加深对历史知识的单纯记忆 ， 同

时也强化他们对这些历史知识的理解能力 。 由此

可见
，信息技术和智慧历史课堂教学的融合 ，

可以

让学生在视觉上和听觉上得到 双重的感受
，
从而尽

可能地让学习上处于各个层次的学生根据 自 己 的

特点进行学习 ，
满足 自 我学习 的需求 ，

不断地缩小

不同个体之间能力上的差距 ，
甚至可以再现历史情

境
，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

深

刻地感受当时历史人物的心境 ，而不再浮于历史过

程的表面叙述 ，
为 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书本上条

条框框的历史知识点 。 可见 ，
新的历史课堂教学模

式可以逐渐地化解教育个性化和批量化之间 的冲

突 ，兼顾到教学的速度与质量 ，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够充分地享受到历史教学所带来的无穷乐趣 。

譬如 ，在执教
“

新航路的开辟
”
一课时 ， 教师可

以在课堂上播放相关的视频 ，从而让学生通过视频

中
一系列具象的 内 容介绍 ，更为直观化 、 形象化地

了解西方世界兴起 、发展的 内在逻辑脉络 ，
让学生

明 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生具有阶段性 ，
进而能

够让学生掌握新航线开辟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及

其主客观的条件 。 在此基础上 ，
教师可以让学生进

一步知道新航道开辟之后
，
对沿线的国家所产生的

双重历史影响 ，既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
同时也带来了

不可小觑的消极影响 。 又如 ，
在进行

“

欧洲殖民者的

扩张与掠夺
”

教学时
，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殖

民地的短片 ，
让学生真实地感受西方殖民者的统治

过程中杀戮和掠夺的行径
，
充斥着赤裸裸的血腥与

暴力
，
从而让学生更为深刻地感悟到正是积累 了大

量的原始资本才拥有 了强大的基础物质的支撑 ，西

方殖民主义者所开辟的新航线不单单是获得物质财

富的大道
，
同时更是一条征服全球的畅达途径 。

（
三

） 重铸学生 多视角 的历史 思维

高 中历史智慧课堂应深耕信息技术所具有的

独特优势。 教师不但可以设计出感悟历史 、人文情

操 、历史繪宴等相关的教学案例 ， 呈现出多种多样

的教学模式 ，提升多元化的历史教学服务层次与水

平 ，而且也能够综合聚集 、共建分享各类有益的教

学资源 ，最终构建起
“

时时可用
” “

处处可用
”

以及
“

事事适用
”

的新 型历史教学范式
，
解构传统僵化

的教学模式 ，从而让学生在这样充满智慧化的教学

课堂中解放思想 ，潜移默化地形成真正而又实用的

历史素养 ，
重铸多视角的历史思维 。 教师基于学生

具体的学情灵活地确定所需的教学资源 ，
确立培养

学生历史思维的教学系统
，
推进历史教学服务的转

型和升级
，
建构智 能化的历史教学服务 的新常态 。

当然 ，
学生的这种发散性的历史思维培养并不仅仅

局限于校 内 的课堂教学 ，还可以 突破时空 的限制 ，

延伸至校外的课堂教学。 因 为历史智慧课堂让历

史教学课堂的管理更加现代化 ，可以借助信息技术

让学生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进行 自主性地模块

化学习 ，
构建起虚实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新

型教学格局 ， 形成师生互联网
“

人人通
”

的历史智

慧课堂教学形态。 可见 ，教师在高 中历史教学课堂

中应有效性地运用好现代化信息技术这一重要 引

擎 ，从而打造 出充满智慧的历史新课堂 ， 营造 出开

放 、灵活而又智慧的教学氛围 。

比如 ，在执教
“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

一课时
，
教

师在通过多媒体呈现当时美 国经济大萧条 的场景

时 ， 可以和学生共同来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外在原

因和内在原因是什么 ？ 然后 ，借助多媒体播放探讨

原因的思路图
，
并进一步地让学生明 白政府在国家

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最后 ，通过多媒体

展现美国在不同时间段的经济发展史 ，
并引 导学生

课后深人思考繁荣和危机共存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

响及其意义 ？ 通过这样借助于多媒体方式所展开的

历史教学课堂模式 ，可 以让学生更为深刻地感悟罗斯

福新政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重大影响 ，不但可以记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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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主持人／韩 晴
Ｉ 素养杂 谈

基于核讀麵野Ｔ＿Ｍ学实践研究
——以

“

启 蒙运动
”

为 例

〇 张学荣

“

学科核心素养也是学生核心素养转化到课

程标准 的
一 个过 渡环节 ， 否则学科课程标准将

‘

对不上
’

过于上位的学生核心素养 ， 那么核心素

养也就变成 了
‘

空中楼阁 下 面仅以高 中历

史必修三中 的
“

启蒙运动
”

为 例 ， 谈谈如何让核心

素养
“

脚踏实地
”

地充盈到学生 的
“

周 身
”

之策略

路径。

一

、 由理论架构到细节涵泳的
“

转身
”

听过很多节
“

启 蒙运动
”

的公开课
，
发现老师

们在讲述
“

理性时代的 到来
”

时
，
引 领孩子们从政

治 、经济 、 科学方面来分析理性时代到来 的条件。

的确 ，从理论上这样架构学生的大局观和整体观无

可非议 。 但是 ，
学生感兴趣的可不是这样的理论框

架 ， 因为它无法深层唤醒学生的思考力 、 顿悟力 和

迁移力 。 相反 ，学生对那些幽微性的 、细节化的 、
碎

片化的史料更感兴趣 。

比如 ，在阐述理性时代的到来时 ， 不妨通过多

媒体出示査理
一世画像 ， 并讲述

“

断头的 国王
”

的

故事 ：

“

 １６４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这一天 ， 査理一世被送上

了断头台并终结了生命。

”

路易十六在监牢里翻看

伏尔泰和卢梭 的作品时 ，
哀叹道 ：

“

就是这两个人把

法国给毁灭了 。

”

引 领学生思考 ：

“

真的是这两个人

把他的波旁王朝给毁了吗 ？

”

生 １
： 当然不是伏尔泰和卢梭 ，

是他 自 己 的专

制思想害了 自 己和他的王朝 。

生 ２
：理性时代 的到 来是谁都挡不住 的 ， 神权

和王权必须退位。

生 ３
：没有伏尔泰和卢梭 ， 也会有其他思想家 ，

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 ，路易 十六也阻挡不了 。

从路易十六 的
一

句哀叹 出 发 ，

一石激起千层

浪 ，关于理性 ，关于神权 ，关于人权的讨论探究一波

接着一波 ，更多碰撞 、补充 、争论 、认同的声音此起

彼伏……学生渐渐明 白了启 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的

来临不是偶然的 ， 真正理解了
“
一

定的文化是
一定

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

之深义 ，在这

样的情况下 ， 教师再引进
“

政 治 、经济 、 科学方面
”

的有关论述 ， 其大局观和整体观的 建构也会水到

渠成 。

牢并深刻地理解这些历史知识 ，而且在教师循循善

诱的引 导下 ，
学生的历史思维得以 充分地拓展 ，从

而可以多视角地对历史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在
“

互联网 ＋ 教育
”

时代 ，
智慧课堂教育是

一

种重要的新型教学模式
， 同时也是教育模式创新的

一个信号。 对于髙中历史教学而言 ， 由 于引人了信

息技术
，
智慧课堂无疑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所不可比

拟的不少优势。 作为历史教学工作者 ， 应有效地利

用好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将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加

以有机结合 ，
不断地探求创新的教学方式 ，

拓展学

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打造出充满智慧的历史教学课

堂
，
让历史智慧课堂变成课堂教学模式的新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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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本文 系全 国教育信 息技术研 究 ２０ １ ７ 年

度重 点课题
“

基于 智 慧课 堂 环境下教 学模 式创 新研

究
”

实 践成果 ，课题立项 号 （ １ ７ １４２０００ １ ） 。

（ 作者地址／ 山西省太谷 中 学校 ，

０３０８０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