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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性学习是一种以开放性、自主性和趣味性为原则的学习方式。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开展探究性学习

有利于拓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知识建构能力、积极的态度、合作精神及创新能力。本文在分析探究性学习本质特

征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探究性学习在初中历史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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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历史，何以图将来。历史课是学生了解过去、参考

借鉴、把握未来的一门重要学科。其知识范围广、内容丰

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对外关系、科技文化、社会

生活、风俗民情等多种知识，而且趣味性强、多姿多彩，可

以为学生提供宽广的探究天地和思维空间。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读书，唯

有真情投入，才能体验到历史传达的本来意义。在初中历

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善于结合教材，创造情境，让学生在

亲身体验中领略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还要有

效引领学生迅速进入文本，产生联想与想象，深刻理解历

史的精髓所在。

一、探究性学习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

探究性学习是人们在发现式学习和有意义学习经验

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种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学习方式。
探究性学习追求开放性和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主要关注两

个方面。一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发展学生的能力，包括

发现问题的能力、制订计划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

是突出思维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主动积极、不折不挠的学

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探究性学习的本质特征

探究性教学实质上是一种以“学”为中心的模拟性研

究活动。其本质特征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直接把构

成教学目标的有关概念和认知策略告诉学生，通过“环境

搭建—帮助引导”创造一种智力和社会的交往环境，让学

生通过探索发现其学科内容要素和认知策略。
探究性教学的目标是为学生创造探究性学习的环境

和条件，促使学生在教师创造的环境中，根据既有条件主

动参与探究，获得知识并形成探究能力。
（二）探究性学习的基本原则

第一，开放性原则。初中历史的探究性教学要强调开

放性，赋予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不应把历史学习的内容

限制在某些方面，只要学生有兴趣了解的知识，教师都应

将其作为探究的内容。在此过程中，教师仅仅作为学习的

引导者和帮助者。例如，在教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及

香港殖民地的由来”时，可以引用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等历

史问题。让学生自由讨论、合作探究，让学生在浓厚的学习

氛围中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理清香港殖民地的历史

脉络。教师在设置探究性问题时，也要保持开放性。采用比

较分析、拓展延伸等方式将问题层层推进，引导学生探究

学习。如在学习“故城乡土历史”时，可引导学生围绕“故城

大运河的来历”设置拓展内容，进而推进到“隋唐的繁荣与

开放”。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根据历史时间节点，逐步探究直

至得出结论。
第二，自主性原则。探究性学习的另一重要原则就是

要突出学生的自主性。在问题选题、探究方案、结果评价

等学过程中，教师都应是辅助角色，是学习的组织者，应

最大化赋予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唯有通过亲自实践，才

能在问题探究中逐步获得探究能力、积极的态度、合作精

神和创新能力。知识目标也是通过学生的自主建构而生

成的。
第三，兴趣性原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智能发展

的基础，是情感、思维的催化剂。因此，在初中历史探究性

教学中，教师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从学生的兴

趣出发采用教学方法、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以有效

地激发学生参与探究的热情和思维能力的生成。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探究性学习的成功。例如，在学习“三国鼎立”
一课时，教师可采用多媒体，将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空城

计、七擒孟获等一系列小故事制成教学 PPT，让学生围绕

PPT 导出的历史故事，产生探究问题的兴趣、激发探究历

史的热情。

二、探究性学习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进而使学生学会辩证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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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是《全日

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对历史课程教学提出

的要求。
（一）信息技术的应用策略

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历史知识决定了传统教学手段

的局限性。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依赖网络获取教学资源，

利用音频、视频等技术将教学内容生动地展示出来，有效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与学的效率。
1．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多媒体技术可以声情并茂地展示丰富的史料，可以为

历史课堂开展探究性教学提供先进的教学条件。在明确探

究问题之后，可以通过互联网搜集古今中外发现的历史图

片、影像以及文字资料。然后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在课堂

上展示，以最为直观的图片、音频、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帮助学生获取历史信息。例如，信息技术可以将书本上

抽象的历史图景在课堂上再现，让学生充分地了解中国的

历史，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创设问题情景，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在探究性学习中，“问题”既是思维的起点又是思维的

动力。因此，可以说探究性学习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学习。
教师在教学中应设置问题情境，驱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

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具体教学中，在界定学习内容，确定学习目标

和探究的主要问题之后，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搜集相关学

习资源，制作学习课件，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根据问题情

境，追踪学习知识。例如，在讲授“隋朝大运河”时，可用多媒

体展示大运河优美的景象，从而引出问题情境。让学生产

生“人工大运河”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如何开凿的，它的历史

意义又在哪里等一系列想象，从而对隋唐历史有了较为直

观的认识。
（二）历史故事的渗透策略

用简洁生动、富有情趣的语言创设问题情境，将历史

事件涉及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等编成小故事，应用于课

堂教学，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触发学生的想象和

情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古代埃及”
的课堂教学中，引入电影《埃及艳后》、金字塔建造之谜等小

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与灌输式教学方式不同，主

要是根据教学内容恰当、适时地渗透历史故事，以提出问

题、创设情境、组织讨论，用故事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用讲故事的方式放大和放开课堂的教学效果。教师将教科

书的主要内容作为授课的指导和线索，将灌输式授课改为

启发式授课，按照故事化教学的要求重新安排授课体系。
实践证明，将历史故事渗透于历史教学，可以使课堂更加

高效。
故事化教学能有效地提高历史课对学生的吸引力，

增加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引导学生理解、牢记历史知

识，而且能培养和提升学生对历史的分析运用能力，听完

课之后还不容易忘记。例如，在讲授唐朝与吐鲁番进行和

亲的时候，要对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两次和亲背后的目

的———增进友好关系、合为一家，进行必要的了解。教师

在授课的时候还需要针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上上发生的变化进行推演，通过典型的政治、经济、文
化政策的制订分析唐朝进行和亲的必然性，加大联系背

后的故事性，这样才能使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更为具

体和全面。
同时，还可以让学生结合课本内容进行适当梳理，从

课本的主要内容中汲取有效的知识点，丰富到生动有趣的

故事情节中来，可以安排学生模仿历史情景剧进行表演，或

让学生根据历史情景自编趣味的选题进行演讲。例如，通

过对“煮酒论英雄”“九一八事变”等历史故事的自编和表演

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既可以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

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还能使学生主动、自觉、有效

地去掌握课本知识，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从而提高课堂效率。通过对初中历史教学进行故事化渗

透，可以更好地达到历史教学的目标。
教学中还要注重故事的真实性。在历史资料的取舍

上，要尽量使用第一手史料，面对各种各样的故事版本，教

师作何选择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必须就不同版本对故事的

真实性进行对比和分析，选择最为可靠的作为授课内容，而

不能随便选择。因此，为确保教学质量，向学生呈现真实可

靠的历史故事，教师在搜寻故事素材时要尽量从第一手资

料中筛选。
同时。在故事化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灵活运用地

方史志中的素材，将地方的历史故事和书本上的历史故事

相互印证和解读，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提升教学水平和质

量。教师如果能将地方史志和课本上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

来进行讲授，肯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口述史料

也是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积极

地去寻访那些曾经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通过他们

所经历的故事来讲解和分析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样会

让学生感觉更具体。历史故事在教师授课中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也决定了在这个学习阶段采用故事化教学模式的

有效性和必然性。
探究性学习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和趣味性的学习特

征。将之有效地运用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

方式，让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最大化地提高教学效率。但

正由于其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和趣味性等特征，如果应用不

当可能会对课堂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实施中也存在一

定的难度。因此，一线教师在学习、探索、实践中要克服不利

因素，提高应用水平，完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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