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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展以来，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兴起，

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进程，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发生重大的变革。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

学生要接受的知识量快速增长，而在校时间十分有限。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

有机整合，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的能力，又能扩大学习的容量。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

效途径。 

关键词：信息技术 初中历史教学 

随着现在教育技术的发展，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的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21世纪教学的

主流。前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要深刻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应用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要把现在教育技术当作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 。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多地把现在教育技术运用到教学当中。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信息

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优质课，示范课上的表演。而是深深地融入每一堂课的教

学中。下面展示的就是应用的一个案例及其反思。 

一、案例展示 

第一阶段：课前准备。 

通过调查，了解到初二的学生对本课相关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加上大多数学生家里可以上网。于是

把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学生民主选举出一个组长，由组长根据实际情况对本组人员进行再分

工。一般分为资料员、课件制作员和解说员。这四个小组的任务是分别查阅深圳、上海浦东、大连和成

都这四个城市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在上课时有解说员进行展

示并解说。 

这一阶段教师把不同层次的学生优化组合成新的小组，小组成员为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而成为学习

伙伴，各成员直接成为交流对象，小组成员既是学习的竞争对象，又是学习资源和合作成果的共享得益

者。通过这一教学过程的实施，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明确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是导演而不是主

演。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单靠“一张嘴，一只粉笔，一块黑板”，这种“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模

式是难以得到实施的。信息技术的出现，计算机的普及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可以理解为：历史学

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以历史知识的协作学习和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自主学习。学生是信息

加工的主体和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不是被动的知识信息的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

协作能力，是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本课的学习中，学生作为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主体，在一

定的任务驱动下，运用信息技术教育所提供的“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

以历史知识为内容，以网络环境和网络资源为载体，在完成历史知识学习任务的同时，得到的不仅仅是

知识的传输，更主要的是使他们学会了知识的建构，也培养了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 

第二阶段：教学过程。 

[导入] 

播放短片《邓小平南巡讲话》 

教师：在短片中，邓小平的一句话石破天惊，他说：“中国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

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最高评价。而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如何起步的？开放的中国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

世界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出示本课课题《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 

[新课教学] 

（一）经济特区的设置 



提问：中国何时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方针？ 

提问：那采取什么方式来实行对外开放呢？请看第一段回答。（办特区） 

这个主张是谁提出来的？（邓小平） 

讲述：在确定办特区的主张后，我国先后兴办了5个经济特区。请看地图，找出5个经济特区的名

称。 

多媒体展示地图，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些地区来办特区？（讨论回答） 

提问：特区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请看短片《特区之“特”》。 

播放短片《特区之“特”》。 

总结：总而言之，经济特区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

制的特区。 

过渡：经济特区的设置，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下面有请深圳组的同学为我们做详实的介绍。 

特区组介绍深圳。 

教师：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精彩的展示。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点补充。 

出示表格，提问： 

1．同学展示的资料和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 

2．深圳为什么会由一个边陲小镇变成繁华的大都市？（对外开放给深圳带来了大量的外资、侨

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圳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 

过渡：深圳的发展也说明特区的创办是成功的，这也推动了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二）对外开放的扩大 

教师：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和7个经济开放区。请同学们在地图上找出它们的

位置。 

展示地图，找出相应地理位置。 

讲述：至此，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格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已

经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梯度推进。 

过渡：扩大对外开放，成果怎样？下面有请大连组的同学闪亮登场，为大家作详细的介绍。 

大连组介绍。 

总结：大连的成功，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 

过渡：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又有了新的举措，国家决定开发上海浦东。 

提问：为什么要开发上海浦东呢？（使浦东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以此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

三角洲和整个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 

提问：开发后的浦东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掌声欢迎浦东组的同学为大家作介绍？ 

过渡：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但也进一步拉大了同内地的差距。请看一组

数据。 

出示数据。 

教师：面对如此大的差距，国家应该怎么办？（开发内地） 

教师：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国家开放了重庆等9个长江沿岸的城市，18个内陆省会城市和15个边境

城市。至此，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形成。接下来我们通过填表的方式来了解这个格局形成的过

程。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简表 

讲述：在开放内地的过程中，我们的成都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下面有请成都组的同学作进一

时间 开放的城市和地区 空间 结论 

1980年 

1988年 

  点  
沿 

海 

 

20世纪80年代   线 

  面 

20世纪90年代   内地 

 

 



步的介绍。 

过渡：以上四组同学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对外开放后我国取得的成就，究竟又哪些成就呢？请看第11

段回答。 

总结：这些成就说明对外开放是我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在今后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这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二、课后反思 

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的心理实验表明：（1）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

说明人类获取知识主要来自视听。（2）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自己听到内容的20%，自

己看到和听到内容的50%，在交流中自己所说内容占70%。这就意味着，在教学中，如果学生既能看到又

能听到，再通过交流讨论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信息的保持将大大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基于这一理论，在教学中运用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特区之“特”》等影视资料，满足学生的视

听要求，使学生尽可能多的获取和保存信息。播放视频资料，还能起到渲染课堂气氛，创设凝重的历史

情景的效果。历史研究的对象都是过去的“时”与“空”，学生不可能随“时空隧道”去亲身体验或感

受历史，造成部分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知觉

开始的”，而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刚好满足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需求，能创造一个有声有

色、图文并茂、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

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有了兴趣，学习才会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只有这样教学才能

达到较好的效果。 

总而言之，这一堂课由于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学会了与人合作的能力、收

集整理资料的实践创新能力也得到提高。充分说明了一点：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整合确实能起到很多

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2）有助于突破重点、

难点，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3）拓宽教育渠道，强化历史教学的德育功能。（4）积累宝贵的教育

资源。但同时应注意到：信息技术只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传播信息的桥梁，它不能脱离课堂而存在，

不能脱离教师和学生而存在，更不能包办一切。如何真正实现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的有机整合，将是广

大历史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继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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