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历史课后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高中历史课后教学反思篇一

结合教学实践，对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中的教学进行了反思。

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反思

新课改实践中求真务实，超越自我的批判精神从来都是教师
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反思我们相对落后地区（其实差距很
大）历史学科的教学，仍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课程突出文明史观的地位，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整体
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等新史观也得到重视，但唯物
史观的传统（正统）地位动摇了吗？传统史观与新史观的结
合对很多年青教师来讲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离开唯物史
观的指导地位（彻底抛弃阶级斗争史观—革命史观），那我
们的史学标准又是什么？难道神学史观、宿命论史观、英雄
是史观、实用主义史观不会抬头？我们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
能放弃吗？如果专家能为教师编写一本史观理论方面的导向
性书籍，教师认真地学习研究后，也许能够处理好唯物史观
和新史观的关系。当然，我们需要和而不同的开放意识，关
注现实的现代意识、放眼世界的全球意识、辨证思维的历史
意识、多元创新的发展意识、前车之鉴的成长意识和论从史
出的证据意识，但史学的灵魂（唯物史观）是不能模糊不清
的，它关系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由于缺乏先进理念的系统学习和指导，相当一部分教师对课
程标准理解粗浅，淡化其核心指导地位，往往抓住教材不放，
并辅之以教辅资料，结果教学呆板，思路狭窄，拓展有限，



没有深度。但对教材的整体把握尤为关键，大到一个模块，
小到一节课、一个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1）处理好新旧教材的关系，要特别重视新教材增加
的内容，新教材中没有涉及的旧教材内容教师必须坚决放弃。
（2）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教师必须吃透每节课的重、难点，
拓展有度。（3）不能死扣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历史高考
命题的核心资源，但高考命题也会重视其他各类命题资源
（历史类资源、历史题材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资源、非历史
类资源），对其进行开发与利用。教师应正确理解高考题与
教科书之间对立统一关系。要善于运用教师自身的人力课程
资源、学校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
校本课程、互联网等课程资源。（4）灵活多样的教学设计，
重视教师用书的引导作用，在教师自身经验和教学实际（学
生基础）的有效结合中进行多种设计选择。

创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流程引领着教学方法的新潮流。作为
教师首先要积极响应，至少掌握一两种新模式，关键还是要
落实在课堂教学中，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和准确把
握教师（教法）和学生（学法）的角色关系，必须体现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准确把握创新的课堂核心：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个性创新。要客观辨证地审视传统教
学法，讲授法至今仍然是非常好的最见教师功底的教学方法，
尤其是年青教师首先要运用好这一方法（多看百家讲坛，肯
定受益匪浅），我们不应一说改革就六神无主，或者飘飘欲
仙，必须脚踏实地，做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教师要有
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能随便拿一个课件，照“件”
宣读一节课，这样肯定不行，在课件资源十分丰富的条件下，
必须注意两点：（1）学生的实际水平（地区差距）；（2）
取舍有度，切忌滥用课件，华而不实。在学习中积累，在积
累中创新，形成自己特色且符合实际的教学法，促进学生的
成长发展。

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形成社会责
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



观，树立不断完善自我，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和关注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崇高人生理想。要落实这些培养目
标，首先教师要有崇高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热爱教育事业，
在教学中要走出知识文化的狭隘圈子，站在文明的高度，促
进学生的发展。要弘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道德（儒家伦理
为核心的合理部分）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纠正多元文化交
流中存在的错误观念和短视意识，不能看着学生成为道德成
长中的“白眼狼”。要引导学生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中
快乐成长。要关注现实，在自我意识膨胀和性格脆弱的独生
子女教育时代，培养坚强意志和合作精神尤为重要（事实上
被忽视了），这是我们历史教师责无旁贷的使命。培养学生
对国家的忠诚是历史课程不变的真理，也是历史教师永恒的
追求。

高中历史课后教学反思篇二

一年的时光倏忽间就过去，回头想来高三这一年是那样的紧
张、又是那样的充实。对于教学，这一年称得上更上层楼，
而这是只有高三才有的，高三如同高中三年一个熔炉最后的
高温加温时期，它是为成品出炉做准备，所以高三这一年是
一直战斗在前沿的，它是热烈的、是紧张的、是充满希望的！

前沿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平台，把以前不断积累的，在这一年
厚积而薄发。

高三是非常累的，高三备课，要新课、复习课一起备，尤其
还要每周两个晚上9：00的自习，还有四个早上6：30的自习，
所以疲惫不堪是很常见，但责任心让我非常明确，教师努力
的一切关乎学生的未来，一定要用120%的'精力与耐心去备课、
备学生，这样才可以说得上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身为教师的
这颗心。

高三从时间上来看两头适应难，容易出现波动，中间过程需
要稳中有升，作为老师，在学习上必须对学生进行指导。因



为高二的相对宽松使得学生上了高三有些不适应，这时要利
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对学生进行心情与学情的调节，既要系
统知识体系，也要不断渗透方法，用一颗充满责任感的心去
与学生交流，那么学生会以一种重视但心中很踏实的感觉走
好高三这一年。这是给教师本人和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
与生活的氛围，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师的责任心，责任重于
泰山，实际上何止于此！

教师这个行业决定着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行业，但随着时间
的累积可能人们更重视经验的积累，但实际上经验一定要与
学习相结合这样二者才能真正焕发魅力。同时自我的不断学
习极其重要，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自己要有自己的见解，所
以自我的积累和感悟更是自己教学特色形成的重要部分，高
三这一年我认真钻研这几年的全国和地方的高考题，又不断
作大量习题，看《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考试报这样的书报
杂志，一些专家的评议和分析出题走向，加上自我分析来形
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现在想来非常重要。

高中历史课后教学反思篇三

创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流程引领着教学方法的新潮流。作为
教师首先要积极响应，至少掌握一两种新模式，关键还是要
落实在课堂教学中，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和准确把
握教师（教法）和学生（学法）的角色关系，必须体现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准确把握创新的课堂核心：
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个性创新。要客观辨证地审视传统教
学法，讲授法至今仍然是非常好的最见教师功底的教学方法，
尤其是年青教师首先要运用好这一方法（多看百家讲坛，肯
定受益匪浅），我们不应一说改革就六神无主，或者飘飘欲
仙，必须脚踏实地，做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教师要有
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能随便拿一个课件，照“件”
宣读一节课，这样肯定不行，在课件资源十分丰富的条件下，
必须注意两点：



（1）学生的实际水平（地区差距）；

（2）取舍有度，切忌滥用课件，华而不实。

在学习中积累，在积累中创新，形成自己特色且符合实际的
教学法，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

高中历史课后教学反思篇四

世界历史已基本教完，在复习之际，回顾世界历史上的五次
瓜分，谈谈对五次瓜分的理解与总结。

在人类历史上，列强对世界的几次主要的瓜分可分为以下五
个阶段：

第一阶段：15世纪-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世界的瓜分。

1494年，葡、西两国签定了“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规定
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加处，自北极向南极划一条假想的分
界线。此线以东新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以西归西班牙
占有，此即臭名昭著的“教皇子午线”。1529年，西、葡两
国又在萨拉哥萨签订新约，将西属土地的西界定在摩鹿加群
岛以东17度处。根据以上两个条约，西班牙独占了除巴西以
外的整个美洲，葡萄牙则将亚非狂妄地纳入了自己的殖民范
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世界的第一次瓜分。

从这一次瓜分中，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所凭借的是先
进的军事技术、武力统治、海盗式劫掠和欺骗性贸易。尤其
是葡萄牙，它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它侵占了地域宽广、
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广大地区，这充分体现了军事技术、
武力威胁在当时的绝对作用。

第二阶段：17世纪初—18世纪末，英、法、荷对世界的瓜分，
最终是英国取胜。



1581年获得独立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荷兰，以商品和
大炮为武器，沉重地打击葡、西的殖民势力，并取代了西、
葡。与此同时，英国积极向外扩张，并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
“无敌舰队”，开始建立海上霸权。随着自身势力的膨胀，
英国几次颁布《航海条例》，打击荷兰，从而引发了三次英
荷战争，结果是英国取代了荷兰，成为世界殖民霸主。随后，
法国起而与英国竞争，最终通过“七年战争”，英国打败法
国，稳居世界殖民霸主地位，号称“日不落”大帝国。从此，
世界历史进入了“英国时代”。

从这一次对世界的瓜分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法、荷取代西、
葡两国，以及英国打败法国，都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
然战胜封建制度。同时，英、荷之间，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
家，但是，最终是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英国战胜了以商业资
本为基础的荷兰，从而体现了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必然胜
利。可见，在这时期的争斗中，所凭借的不仅仅是武力和军
事技术，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经济力量的强与弱也在其中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阶段：19世纪初—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与俄
国对世界的瓜分与争夺。

俄国采用武力扩张的方式对外进行侵略，最终成为一个地跨
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为了满足对
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需求，以经济侵略为主、军事力量为
辅，先后侵占了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阿
富汗、缅甸、中国等地，对新生的拉美国家也加紧了经济渗
透。俄英之间，争夺最激烈的要数1853-1856年进行的克里米
亚战争。结果英国打败了俄国，维护了它的世界殖民霸主地
位，同时也暴露了俄国社会制度的落后，促使俄国进行农奴
制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可见，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经济力量的强与弱，在一定程
度上已经取代了单纯的武装力量的绝对优势，显得越来越重



要了。

第四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次帝国主义战争，
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904-1910年的日俄战争、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体现了
其瓜分世界的性质。

德、意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与
老牌的英、法等国家展开争夺，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了以德
为核心的三国同盟和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这两大对立
的军事集团。经过四年多的争夺，结果是同盟国失败，他们
不仅没能瓜分世界，而且连已有的殖民地和自身的领土都被
协约国一一瓜分。俄国则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美国则趁此机会，大
发横财，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但在综合实力上，仍屈居
于英法之下，国际联盟被英法所控制就是一个典型史实。

从这些国家的失败中我们不难发现，单纯的经济优势已失去
了决定性的作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必须是以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外交、资源等多方面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美、德虽然在经济方面位于世界第一、二，但是在综合国力
上还赶不上老牌的英法国家，所以在争夺中失败。

第五阶段：20世纪中期—20世纪末，美国和苏联对世界的瓜
分。

“二战”期间，苏军是抗击德军的主要力量，在打败强大的
法西斯德国后，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
国家之一。受其影响，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
等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阵营。而美国在“二战”前，就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
国，“二战”后，随着西欧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普遍衰落，
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英法等西欧国家不得不
唯美国马首是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



阵营。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两国控制着华约和北约两大对
立的军事集团，针锋相对，不断争夺，瓜分世界。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在与美国的以高科技为核
心的军备竞赛中拖垮了经济实力，导致综合国力的衰退，所
以最终是以苏联失败、美国胜利而结束。可见，在综合国力
方面，经济是基础，起决定性作用，但高科技是龙头，是整
个综合国力强与弱最直接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制度
需要不断的改革、发展和完善。

高中历史课后教学反思篇五

这课内容是第二册必修教材的第一课，所以在设计教案和学
案的过程中要从全盘考虑，首先让学生从目录看起，把握本
册书的全局，努力做到理清线索，把握思路，宏观掌控。这
样形成了目录部分的经济发展的三个时期：古代、近代和现
代;两个地区：中国和世界。发展规律：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
近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其次，引导学生看第一单元
前言，使学生明白：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部门：农业、手工
业、商业。农业在古代经济中的地位和特点;农业与手工业和
商业之间的关系。古代出现的经济政策及影响。

有许多学生对历史朝代不甚清楚，所以需要教师再次呈现古
代中国的发展线索：

公元前21世纪前：原始社会

约公元前20xx-公元前476年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春秋

战国、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出现高潮



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繁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
交)

宋元时期：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和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时期

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
衰

以此让学生明白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以把握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线索脉络。
让学生课前阅读，做好预习，再上课，效果就会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