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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策略研究

吴正杰
白银市第十中学Ǔ甘肃Ǔ白银Ǔ730900

摘Ȟ要：本研究聚焦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深入剖析其内涵与价值，结合初中历史教学特点与学生认知规律，系

统探究主题式教学策略。通过分析主题的选取与设计、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策略，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为初中历史教学提

供有益参考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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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历史传统教学多采用单向知识灌输模

式，学生被动接受内容，学习兴趣匮乏，难以把握历史

发展规律。伴随教育改革深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成为

关键目标。主题式教学凭借整合知识、创设情境、鼓励

探究等特性，突破教材章节束缚，将碎片化历史知识

有机联结。学生置身主题情境主动探索、深度思考，既

能搭建系统的历史知识架构，又能提升历史思维能力与

核心素养。由此可见，开展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策略研

究，对推动教学革新、提升育人质量意义重大。

1��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的内涵与价值

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是教师基于教学目标与内容，

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综合性的主题，将零散的历史知识

有机串联，引导学生围绕主题开展学习探究的教学模

式。它突破传统教材按章节授课的局限，以主题为线

索，巧妙联结不同时空的历史事件、人物及现象。例

如，以“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为主题，便能将造纸

术、印刷术的发明演进，与唐诗宋词的文学成就融合，

让学生系统感知古代中国在科技文化领域的卓越成就，

领略历史发展的多元脉络。这种教学模式的价值体现在

多方面。对学生而言，主题式教学以新颖的学习视角激

发兴趣，改变以往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促使其主动投

身历史探究。在围绕主题收集资料、开展讨论的过程

中，学生不仅锻炼了自主学习与信息处理能力，还在小

组协作中学会沟通交流，提升合作能力；通过对历史现

象的分析解读，培养历史思维，进而构建起系统的历史

知识体系，提升历史核心素养。从教师层面看，主题式

教学推动教师转变传统教学观念，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

学习引导者。在主题设计、教学活动组织过程中，教师

需不断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探索创新教学方法，这一过

程也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此外，主题式教学

优化课堂结构，改变单向知识传递模式，以更高效的互

动与探究，实现历史教学培养人文素养、塑造正确价值

观的育人目标[1]。

2��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主题的选取与设计

2.1  依据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选取主题
（1）课程标准是初中历史教学的“指南针”，主题

选取需以此为基准，紧密贴合教学目标。教师深入钻研

课程标准，精准把握不同阶段学生应掌握的历史知识体

系与能力要求，才能确定契合教学需求的主题。（2）以
中国古代史教学为例，课程标准强调学生需理解古代政

治制度演变及其社会影响。基于此，“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的演变”这一主题应运而生。教师可带领学生梳理历

史脉络，从先秦分封制下诸侯林立、以血缘维系政治格

局，到秦朝推行郡县制实现中央垂直管理；再到隋唐科

举制打破门第限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上升通道；直至明

清时期君主专制强化，设立内阁、军机处等机构。学生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学习，能系统构建政治制度发展知识

框架，理解其对经济、文化、社会的深远影响，达成课

程标准设定的教学目标。

2.2  结合学生兴趣与认知水平设计主题
（1）初中生好奇心旺盛，主题设计若契合其兴趣与

认知，能极大激发学习热情。贴近生活、富有趣味性的

主题，如“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从商周青铜食器承

载的主食，到唐宋胡饼盛行体现的中外饮食交流，再到

明清外来作物传入引发的饮食结构变化，满足学生对美

食的好奇，也挖掘出背后的经济、文化信息。（2）主题
难度需适中。讲解世界近代史时，“工业革命对日常生活

的影响”主题就恰到好处。学生通过对比工业革命前后衣

物制作从手工到机器化、出行工具从马车到蒸汽火车的变

化，能轻松理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既具挑战性

又在认知范围内，有效锻炼学生分析与思考能力。

2.3  注重主题的综合性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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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式教学的魅力在于整合多元历史知识，综
合性主题可串联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唐宋时期

的社会变迁”主题便是典型，政治上科举制完善促进阶

层流动；经济上商业突破时空限制，夜市、草市兴起；

文化领域唐诗宋词璀璨，书法绘画艺术蓬勃发展。学生

从多维度认识唐宋社会，理解各领域相互作用。（2）开
放性主题为学生思维松绑。“如果你生活在古代，你会

如何推动科技发展？”这类问题鼓励学生大胆想象，有

的学生提出建立工匠交流社团促进技术分享，有的设想

利用印刷术推广科技书籍。通过开放思考，学生创新思

维与批判性思维得以培养[2]。

2.4  挖掘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设计主题
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挖掘两者联系设计主题，能

让学生领悟历史价值。以“从古代城市规划看现代城市

建设”为例，古代长安棋盘式街道布局、功能分区明

确，洛阳依河而建水运发达；现代城市如北京功能区规

划、地铁线路设计，虽技术不同，但都体现满足生活、

促进发展的需求。学生对比古今，既了解历史经验，也

明白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增强历史学习认同感与使

命感，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对话。

3��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3.1  精心创设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创设是主题式教学的关键一环，通过构建

沉浸式的学习氛围，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

究欲望。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展示、角色扮演、故事讲述

等多元手段，将抽象晦涩的历史知识转化为生动鲜活的

场景。多媒体展示凭借直观与动态的特点，为学生打开

一扇了解历史的窗口。在“丝绸之路”主题教学中，动

态三维地图以动画形式清晰呈现路线，从长安起始，蜿

蜒穿过河西走廊，穿越广袤的沙漠与葱郁的绿洲，最终

延伸至中亚、欧洲。地图上还标注着重要商埠与文化节

点，配合驼队行进的音效，让学生仿佛听到古时的驼铃

声。同时，高清图片和视频展示敦煌莫高窟色彩斑斓的

壁画，精美的飞天形象仿佛要破壁而出；吐鲁番热闹的

巴扎中，特色商品琳琅满目，身着传统服饰的商贩与顾

客往来穿梭，学生仿若置身于这条古老的商道，真切感

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角色扮演则赋予学生

成为历史参与者的机会。在“古代商业活动”主题学习

中，学生身着汉服、唐装等传统服饰，分别扮演店主、

顾客和账房先生。“店主”热情地吆喝着商品，详细介

绍丝绸的产地、瓷器的工艺；“顾客”仔细挑选，与

“店主”讨价还价；“账房先生”则一丝不苟地用算盘

记账、结算。学生在模拟交易过程中，深入体验古代商

业运作模式与市井生活气息。故事讲述同样魅力十足，

在讲解“古代科技发明”主题时，教师讲述毕昇发明活

字印刷术的故事，从他反复尝试不同材料制作活字，到

最终成功提高印刷效率，跌宕起伏的情节激发学生对古

代科技的探索热情[3]。

3.2  组织多样化的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作为主题式教学的核心，教师需依据不同

主题的特点与教学目标，灵活组织小组讨论、资料收集

与分析、实地考察等多样化活动，全方位培养学生的

历史思维与实践能力。小组讨论是激发学生思维碰撞的

有效方式。在“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主题教学中，教

师提出“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科技为何逐渐落后于西方”

这一具有深度的问题，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各小组从多

个维度展开分析，有的小组从经济基础入手，指出明清

时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其自给自足的特性缺乏对科技

发展的强烈需求；有的小组从文化教育角度探讨，认为

八股取士的制度使得读书人将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限

制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在交流辩论中，学生的独立思

考与合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资料收集与分析活动着重

锻炼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学习“世界文化遗产”主题

时，学生通过图书馆的专业书籍、权威历史网站等渠

道，收集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工艺、古罗马斗兽场的结构

演变等资料。他们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和整理，

制作成图文并茂的报告，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与分享，

不仅加深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还掌握了科学的研

究方法。实地考察则能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性认知。以

“家乡的历史变迁”主题为例，教师组织学生参观当地

博物馆，近距离观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了解家乡先

民的生活方式；走访古老的街巷与建筑，触摸斑驳的城

墙，聆听当地老人讲述历史故事，切身感受家乡深厚的

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感。

3.3  加强教师的引导与指导
在主题式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角色转变为学生学习

的引导者与指导者，需要全程关注学生的探究过程，及

时给予引导和反馈，确保学习活动顺利推进。当学生在

讨论中偏离主题或遇到困难时，教师要及时发挥引导作

用。比如在“古代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主题讨论中，若

学生过度关注文明之间的冲突，教师可通过提问引导：

“不同文明之间除了冲突，还有哪些和平的交流方式？

这些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帮助学生拓宽思维视野。在资料收集与分析阶段，教师

指导学生辨别资料真伪，建议优先选择权威学术著作、

知名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教导学生按照时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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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主题类别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面对探究过程中的

难题，教师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新方法，从不同角度思考

问题，培养创新思维。此外，教师对学生探究成果的评

价反馈尤为重要，既要肯定学生新颖的观点、出色的分

析能力，也要客观指出论据不足、逻辑不够严密等问

题，助力学生不断改进，提升学习效果[4]。

3.4  注重知识的总结与升华
主题式教学活动结束后，知识的总结与升华是帮助

学生巩固学习成果、提升历史素养的重要环节。教师要

引导学生梳理知识脉络，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并联系

现实生活，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以“中国古代思想文

化的发展”主题为例，教师带领学生绘制时间轴，梳理

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思想的兴起，到汉代“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发展的历程。通过分

析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的特点和社会影响，学生深刻理解

儒家思想对维护社会秩序、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作用，

以及道家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同时，教

师注重引导学生以史鉴今，在学习“古代的改革与创

新”主题后，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探讨古代改革创新经

验对当今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的启示。学生们积极

思考，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

仅深化了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更提升了运用历史智慧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5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传统历史教学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评价方式，难以全

面反映学生在主题式学习中的表现。建立多元化的评价

体系，从多个维度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是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重要保障。评价内容涵盖知识掌握与学习过程

表现两大方面。在知识考查上，更加注重学生对历史知

识的理解与运用，例如要求学生分析不同古代文明的异

同及其形成原因，而非单纯考查史实记忆。在学习过程

表现方面，关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资料收集与分

析的能力、团队合作交流的表现等。对于在小组讨论中

积极发言、提出独到见解的学生，以及认真完成资料收

集整理、制作出优质报告的学生，都给予充分肯定。评

价方式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相结合。教师从

专业角度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与过程；学生通过自

评反思学习中的优点与不足，明确改进方向；学生互评

则在小组合作项目中，相互指出在分工协作、创意表达

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有

效激发学生参与主题式学习的积极性，培养批判性思维

与合作精神[5]。

结语

初中历史主题式教学是一种富有创新性和实效性的

教学模式，通过合理选取与设计主题、精心组织教学活

动和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等策略的实施，能够有效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在实际教

学中，教师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主题式教学策略，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充分发挥主题式教

学的优势，为初中历史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实现历史教

学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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