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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不断地的改革与创新，利用多媒体技术

进行教学，展示出的功效更佳。采取合作式教学：1、“说一说”—交流型活动；

2、“比一比”—竞赛型活动；3、“秀一秀”—展示型活动。从而增强教学效果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合作探究式学习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是切实可行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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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不断地的改革与创新，我的体会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学生群体发生了质的变化，二是新课程改革的迫切性。从一接触新教材开始，

我和很多教师一样，认为虽然教材变了，所有的知识体系不同于以前了，但教法

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是经过一年历史教学实践下来，这些观念彻底地改变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我们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也正悄悄地发生变化，

借助电脑多媒体技术，过去课堂上“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教师唱独

角的状况已大大改变，而且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展示出的功效是传统教学

手段所无法比拟的：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能使学生穿越时空的界限，走进“历

史丛林”中进行真情的体验。可是，能做到这一点是否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呢？答案应该是不确定的。因为能否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不仅与教学手段的改进

有关，更重要的因素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是否能积极、自主地参与。那么，

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该如何让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即由被动学向

主动学转变，从而增强教学效果呢？因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更新教师教育观

念势在必行。  

  一、合作探究式学习的必要性   

  合作探究式学习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并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

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体系。由于它在改善

课堂心理气氛，大面积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非认知品质等

方面实效显著，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成为当代主流学派教学理论与策

略之一，被人们誉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  

  21 世纪是信息社会，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学会与他人合作”已成为

全球教学改革的四大支柱之一。《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

确指出：“鼓励合作学习能促进学会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

长”由此可见，国家对于合作学习非常重视。由于受到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的影

响，长期以来，学生的学习方式通常表现为被动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新课程

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如何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

睫，它关系到我们的教育质量，关系到师生的校园生活质量。新课程所倡导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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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这也是实施新课程最为

核心和最为关键的环节。现在的中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受到父母及长

辈的宠爱，自我意识很强，希望别人以他为中心、尊重他的一切。他们的知识面

广，独立思考能力强，反映迅速，胆量大，发言积极，他们所欠缺的是同伴间的

合作能力。合作学习就是为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提供了一

个有效平台。  

  二、合作探究式学习的实践   

  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是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培养学生多元化素质和适应多样

化新课程的必然途径。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会扼杀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学历史的

兴趣。 历史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既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要完成既定的

教学任务，教师必须选择或设计一些具有可参与性、趣味性，并且易操作的小型

学科活动，营造轻松、活跃、高效的课堂。通过这几种教学方式，来实施课堂教

学的实施与实践。 

1、“说一说”—交流型活动  
  传统教学中教师是“说”的主角，而新课程要求学生主动学习，这就应让学生敢于发表自

己的观点，并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交流型活动在这方面效果显著，它不仅可以培养学

生的表达和思维能力，还能让学生积累集体生活的经验，形成团队合作的意识，有助于发展

学生尊重、宽容等健康的个性，发展学生的社会性，从而形成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讨论是课堂最常用的活动方式。新课程下要更好地强化广泛参与、成果共享。在讨论过

程中要引导学生加强小组合作，让学生感到集思广益、交流共享才能共同提高。如学完人民

版经济史（II）第二单元后，我让学生分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要求每

组综合列出本组同学的观点，看哪个小组列的最多、最有道理。小组成员为了本组能总结得

更全面，结合教材，查阅资料，积极思考，为小组“献计献策”。并列展示各组成果后，再引

导学生把所有成果进一步综合归纳，最后完善的是所有同学思考的结晶，因此也最为系统和

深入。学生在解决问题中获得了合作的经验，尝到了合作学习的甘甜。  
  2、“比一比”—竞赛型活动  
  竞争是激发创造性的重要途径。在活动中引入竞争机制，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发挥学生的潜能。为了增强实用性，竞赛型活动的设计必须围绕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结合

不同课型和不同教学目的，设计成不同的形式。 针对史学争鸣的观点采用历史辩论赛的形

式。如：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洋务运动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为了弥补辩论

形式的不足，扩大学生的参与面，以组为单位，课前让小组自己分工搜集资料，组织辩手阐

述自己的论点，在自由辩论的环节，双方轮流发言，人人都是辩手，调动大部分同学的积极

性。还可以设计一些细节，增强趣味性，如由学生事先自行制作获胜方和最佳辩手的象征性

奖品。这些纸做的王冠、幸运花环、泡沫雕刻等，在无形中鼓励了学生的竞争、合作与交流，

每次课堂辩论都十分激烈，得奖的备加珍惜，没得到的立志下次夺回。 复习课和检查课采

用填图、填空游戏或者趣味竞赛的形式。如在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后，把本阶段的知识设计

成竞赛题目，选择、改错、简答题型多样，赋以相应分值，由学生分组抢答，累积计分。这

样的活动与简单的提问相比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填图比赛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识图能力和空

间观念。  
  3、“秀一秀”—展示型活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假如学生对历史课课前充满期待，课上兴致盎然，课后回味无穷，

课堂效率自会倍增。展示型活动往往最能吸引学生，它的效果不只在于课上给学生以表现的

舞台，还在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在于准备的过程中，学生收获了更加丰富的历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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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短剧表演：角色扮演既能重现历史场景，又能让学生获得对历史事物的直接体验。如：

在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自主学习，帮助学

生提高分析能力，可把学生分成五个小组，让他们去查找有关资料或录像，然后各小组推选

一名代表来扮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首脑和中国的代表。在这一系列活

动过程中，学生已获取了有效的信息，基本上掌握了巴黎和会上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真实

意图，对和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内容和实质及会议的影响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教师还可

趁热打铁引导学生联系中国近代史，进一步认识“弱国无外交”的历史真谛，进一步体会到发

展经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迫切性。学生展示了才能，收获了自信，而相关的历史知识被

他们反复咀嚼、理解后，掌握自然更加深入。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不再枯燥，而是变得有趣，

学生也成了学习真正的主人。  
  合作式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在改变着整个教育

界，传统的历史教学也在随之改变。但是在实施这种教育模式过程中在所难免会遇到一些问

题：   
  1、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个别同学的自制力差，影响整个小组的纪律和效率。比

如在开展小组学习，小组的学生在一起讨论，通过观察就可以判断某些学生在说与课堂无关

的事情。  
  2、小组中对历史不感兴趣的学生积极参与度不高，合作面不够广。  
  总之，历史教学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教育理想的过程，新学习方式的

实施，还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在切实把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大胆探究创新，不断的交流

总结，这样教学才会受到学生欢迎，才能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资料】  
【1】历史课程标准.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人民出版社，2003.  
【2】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史教学，（津），2004.  
【3】陈旭远、张捷.用课堂教学艺术.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鲁媛（1976—）,女,陕西延安人，中学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