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大版的中国历史，思路清晰，人物鲜明，图

文并茂，贴近学生生活，深受广大学生喜爱。如果把乡

土资源整合到历史学科教学中，帮助学生选择他们感

兴趣的学习内容和方式，能架起学科知识与学生生活、
学生心灵的桥梁，缩短学生同历史与社会的时间、空间

距离，从而产生探究历史与社会的兴趣。同时也会让历

史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一、在历史教学中利用精彩的导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堂历史课，如果有个好

的开头，成功地导入教学，就能先声夺人，抓住学生求

知的心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历史的兴趣，

使学生进入学习的最佳心理状态，提高教学效率。在历

史教学中我们不妨从当地的市情（县情）出发，寻找宝

贵的教学资源。例如在执教华东师大版《经济与社会生

活》一单元时，我大胆选用当地的乡土资源、家乡名牌

企业。初二的学生活泼好动，当看到我们自己乡镇的特

色产品图片时，一片欢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就

因势利导，问我们家乡还有哪些企业，同学们你一言我

一语地讨论起来，什么八集小花生、千仞岗羽绒服、穿
成大饼等，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由此顺利导入了新课

《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二、在历史教学中利用乡土资源，激发学生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新课程以“育人为本”的现代理念取代了原有的

“以知识为本”，强调公民素质的培养，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的铸造。乡土资源是对学生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

具体生动的材料，乡土资源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和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切实搞好乡土资源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

环。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是

从爱家庭、爱学校、爱集体农庄、爱工厂、爱祖国语言开

始的。”“他从直接表达爱家庭、爱学校、爱故乡的感情，

逐渐过渡到认识更加深刻的社会关系，从理性上认识

祖国的概念。”在教学中我即时穿插乡土资源，例如在

教学史前人类这一单元时我告诉学生：宿迁是世界生

物进化中心之一，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被誉为地球

上的“生命圣地”。同时又讲解宿迁境内发现的长臂猿

化石，距今已有一千多万年，是亚洲迄今发现最早的古

猿化石；在淮河岸边，五万多年前便有先人临水而居，

称为“下草湾人文化遗址”。学生知道自己家乡的历史

如此古老，对课堂学习更加有兴趣。讲到封建王朝时，

我们告诉他们，公元前113年，泗水王国在此建都，传五

代六王，历时132年。秦代置下相县，东晋设宿豫县，唐

代宗宝应元年改称宿迁至今。宿迁市风光秀美，景观众

多。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次驻跸宿迁，赞叹宿迁为“第

一江山春好处”。学生一片哗然，没有想到自己家乡这

样久负盛名。在讲解到社会生活时，我具体谈到泗阳县

的乡镇乡土资源：省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的通知》（苏政发〔2009〕94号）公布了我省第二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12项）和第一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39项）。我县“云渡

桃雕”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

录。这是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取得的

又一大成果。继三庄汉墓成功发掘以来，泗阳县对泗水

古国文明进行了科学、系统、全面的研究，结合旅游开

发，制定了近期和长远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目前，

以泗水河整治工程为依托的一个泗水古城街区建设已

经全面实施，泗水国贵族墓地和都城（凌城）遗址，分别

被批准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被纳入该县“十一

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古人有言：“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

国心，不能爱乡而言爱国者，是谰语也”。通过背投电视

向同学们展示了相关的照片。这些材料和图片极大地

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他们为自己家乡蕴含的丰厚

的文化财富而惊叹、惊奇﹗同学们说，没想到日常生活

中耳熟能详的这些东西，竟是国家和家乡的宝贵财富，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它们、爱护它们、保护它们﹗因

势利导，从而对其热爱家乡、热爱劳动人民和热爱祖国

的教育，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得到了升华。
三、利用乡土历史人物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树立

学生的远大理想

在教学中运用乡土历史人物故事，丰富了学生历

史知识，能使学生认识自己的先辈对家乡、对祖国的贡

献，能了解到家乡人民辛勤劳动和英勇斗争的业绩，激

发他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树立远大理想。

在历史教学如何有效利用乡土资源

吴 云

（江苏省泗阳县致远中学，江苏 泗阳 223700）

摘要：乡土知识所涉及的内容，是和学生们生长和生活着的地区紧密相关的。了解自己生活的地区，是学生的

需要。对于中学教学而言，充分利用农村乡土素材，是提高学生历史兴趣的有效途径。在课堂教学中贯穿乡土资源

也是提高中学生道德素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乡土资源；生活习俗；爱国情感；地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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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得到的数据分析，初中生普遍不喜欢历史

课，对初中历史课学习兴趣不浓，甚至有的学生厌倦初

中历史课，这极大地影响了初中历史课堂中学生的思

维培养以及学习效率，使得初中历史课堂难以达到其

应有的教学目标。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计

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初中历史教学的理念也不断得

到更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多媒体被引入到初中历

史教学中，有利于把历史知识更形象、生动、直观地展

现给学生，这种教学媒介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

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历

史的效率。
一、利用多媒体教学，突破教育教学的重难点

要吸引学生，课堂教学就必须有一定的创新性和

吸引力，教学方法的新颖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是关键。
学生拥有浓厚的初中历史课学习兴趣是提高初中历史

课堂教学质量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基础，而把多媒体课

件运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因

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是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突出教学重点、难点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讲

授新的初中历史知识时，对于初中历史教学的重、难
点，尤其是比较抽象、复杂的题目和内容，大多数学生

不易理解和掌握。而多媒体技术却可以克服这一大障

碍，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可以发挥其声音、文字、动画、
图片等生动、形象、直观的优势，同时在同一屏幕上显

示相关的图像、动画或文本，而这是传统教学方式无法

做到的。正确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还能将历史课

本中的抽象问题或是复杂的事物进行综合，通过对比

分析使容易混淆的事物或现象变得清晰易懂，同时，使

学生化难为易地掌握和理解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从而帮助学生加强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提高初

中历史学习的有效性。如在讲解《战后国际秩序的形

成》一节时，可以让学生观看影片，了解巴黎和会和帝

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矛盾、《凡尔赛和约》和凡

尔赛体系、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及华盛

顿体系的相关内容，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
二、利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在传统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所用教具主

要是黑板、教材和历史地图册，无法实现对初中历史知

识形象的展现，不能实现体验式教学，并且传统历史课

堂教学大多都是历史教师枯燥的讲述，填鸭式的讲解，

很多学生感受不到历史知识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空间

布局，甚至会出现听不懂的现象，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对

学习历史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出现就可以较好地解

决这个难题。通过多媒体课件教师可以将知识点声图

并茂地展示给学生，吸引他们的眼球，从而实现高效的

初中历史学。
三、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有效的教学总结

一堂成功高效的历史课程教学，并不只是几个知

识点的传授和讲述，而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的

有效整合以及相关知识的前后连接。在使用多媒体的

历史课堂中，就可以很好地达到这些效果。每一堂课的

最后，教师都可以用PPT对本堂课所学的新知识以及之

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宿迁确实培育了无数光照史册

的杰出人物，比如那位那位盖世英雄项羽及其夫人虞

姬、京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等，都是宿迁人民的好儿

女。北宋科学家沈括曾任沭阳主簿、代县令，清末诗人

袁枚曾任沭阳知县。讲到近代史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抗日战争中宿迁人民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著名的

抗日将军彭雪枫就牺牲在宿迁。中学生对自己家乡的

山水草木、人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

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

了，把爱国人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

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

与家乡与祖国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

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可以说，乡土资源资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

充分利用我们宿迁的地方优势，扬长避短，可以不断满

足中学历史与社会教学的需求，促进中学教学的可持

续发展。我们宿迁有丰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让学

生关注生活，关注家乡，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体验、
感悟和探索，激发学生兴趣，是促使学生健康成长的客

观要求，也是当前提高历史教学实效的必然选择。

浅谈多媒体如何优化初中历史教学

王建军

（河北省任丘市北汉乡北汉中学，河北 任丘 062550）

摘要：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历史教学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21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得到普

及和迅速发展，它与教学实现了有机整合，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初中历史教学的理念也不断得到更新，以信息技

术为主导的多媒体被引入到初中历史教学中，有利于把初中历史知识更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给学生，这种教学

媒介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提高初中历史学习的效率。
关键词：多媒体；优化；初中；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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