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历史的画卷教案(汇总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一

我任教初三年级两个班历史，本次期中检测成绩不理想。从
检测的状况来看，在选取题上得分相对较好，说明学生的基
础知识掌握较好；但是在后面的综合题部分失分较多，明学
生的理解分析潜力较差主要原因是学生的综合题训练不够。

反思前阶段的教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备课不充分。虽然自我已任教初三历史有几年，有了必
须的基础，但是每节课前还都就应进行认真备课，个性是背
的科目，去年教的有些资料此刻已经忘了，自我在这方面做
得很不好，每节课只是去上课，有的没有认真备课，课堂上
讲了一些过多的资料，低效重复性的东西比较多，造成整体
课堂质量的低下。

二是教学抓得不紧。对时光抓得不紧，包括双休日，没用在
教学上。没有深入了解学生状况，到此刻连一半的学生姓名
都叫不上来。对学生学习状况了解也不够，针对性的辅导也
没实施。对学生日常学习状况虽然进行了必须的过问，但是
没有认真研究制订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或者只是提出了一些
要求，但是缺乏进一步的落实措施，使这些要求流于形式。
对各种习题集没有进行深入综合归纳，基本没有推给学生高
质量的精品练习题目。

为在今后工作中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将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

一是要改善课堂教学。规范办学秩序以来，课时数量得到了
规范，课堂上的时光很有限，平日又不允许副科布置作业，
并且主科老师教学抓得很紧，平日学生课余时光很少，有时
连作业也写不完，根本没时光来学习其他科。因此要提高教
学质量就务必将精力集中在课堂上。为此就要认真备课，提
高课堂效率，既要将该讲的讲到，又要让学生有时光掌握。

二是要抓好部分学生的课外辅导。透过检测发现，有的学生
偏科现象严重，历史科分数很低，而且这种现象不在少数，
班级达十余人。对此，今后计划透过加强思想教育要求、利
用中午进行个别辅导等方法来促进他们提高。

三是要加强对各类题目的分析。要对各类习题集的题目进行
分析挑选，选出优秀题目推给学生，让学生用少时光学生多
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四是要加强对学生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及
时发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时解决，并且大力抓好落实。

五是要采取更有效的管理办法，主要是发挥好小组长的作用。

六是要做好教学计划，个性是复习计划，并认真实施。在复
习期间，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备课和复习，争取使复习得到高
效率高质量地进行。

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抓紧每一天的时光，用心
研究和加强教学工作，争取在以后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二

八年级历史要求老师和学生在新授课时做到反馈信息,合作释
疑。在学生看书后,教师可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交流探究



结果。并通过研讨、辩论等多维互动方式解决个体在看书过
程中存在的疑问。对于小组无法解决的问题,教师可与学生共
同探讨、释疑。在这里,学生起主要作用,教师只起组织、引
导、协调的作用。

上半学期主要学习中国近代史，线索明确，但内容较多，容
易混淆，且知识点难度大，具有一定深度。因此，在教学中
我主要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一是看地图，学历史（识图学史法）。通过看地图，将比较
空洞的历史事件还原于具有空间立体感的历史真貌中。

二是列表格。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
三大条约几乎都有赔款、割地、开设通商口岸，学生很容易
混淆。我指导学生将每个条约都制成表格，使知识在轻松的
学习中被记得更牢。

三是运用多媒体教学，通过直观、形象的教学，激发学生上
历史课的兴趣。

四是开展探究性学习。比如绘制“鸦片战争前期清朝疆域
图”、开展社区历史小调查等活动，培养学生能够寻求多种
途径获取知识的学习能力了和学习方法，拓宽历史课程的情
感教育功能。

从这次期中测试的成绩来看，学生总体上考得比较正常，班
与班之间的差距不大，不及格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八年级的
学生基础较差，这是所有任课老师的共识。学生的学习态度、
审题能力、学科知识的渗透融合的能力以及书写表达能力均
与八年级学生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同时，学生仍未重视历
史这门学科，仍然抱着学不学无所谓的态度。学生现状如此，
过多的埋怨责怪都无济于事，只有在今后的教学中，针对现
状，不断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探讨教法，以提高教学质
量.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三

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中学阶段，历史课教学的
目的就是要让学生获取历史知识、认知历史、培养人文情感
价值。然而，由于历史课学生识记资料太多的原因，很多教
师在实际教学中总感觉学生力不从心，致使教学效果不佳。
那里，笔者结合亲身教学实践，谈一些教学反思，以求教于
大方。

反思之一，应注重人文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记
载了众多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一般人们心目中的历史知识
更多地来源于历史人物故事的传说传讲，是以正史为依据经
过戏曲、历史小说、评书、影视网络等获取的。这些生动鲜
明的历史人物形象，赞扬了人文主义精神，突出了人在历史
发展中的主体主导作用，也就是突出了人是驾驭历史社会发
展的主体，而不是物。是人创造了繁荣的经济文化，没有人
类就没有今日社会的礼貌。可是此刻的`'中学历史教材、教
学对这些资料的体现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似乎是人屈从于
政治经济，人的主体主导作用没有鲜明生动地体此刻历史教
材教学之中，只感觉是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资料，没有生命
力、人情味。

反思之二，应加强道德教育。中学历史教学终极目的是为国
家培养有道德的合格人才做好准备。道德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大而言之，道德是一个民族国家对
人类贡献了多少物质礼貌和精神礼貌，是引领一个民族前进
的标杆和榜样，是一个国家永葆青春活力的精神。如果缺失
了道德，一个民族就会逐渐地衰落和灭亡，也会危及人类社
会的发展。小而言之，一个人没有道德，没有仁爱之心、同
情之心、行为低下，就会堕落犯罪自我毁灭。所以，历史教
学更应加强德育教育。

反思之三，应遵从学生认知规律。人的认知本事是由低级向
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书本



知识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性的过程，同时认知水平程度也
取决人的智力水平、生理年龄、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学生对
历史的认知本事也遵循这些规律。中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成
长阶段，身体，智力没有充分成熟，认知本事更多侧重于感
性认识。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因材施教，根据中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本事，创新教学模式，改善教学方法，将原本
枯燥的历史知识经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培养学生用发展
的眼光、全面的眼光，从经济的角度、全球整合的角度来理
解和分析历史事件，才能减少或避免学生学习的盲目性。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历史课教师，必须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社会培养键全人格的人奠定基础。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四

历史教学实践，结合教学反思，使我真正的体会到反思对一
个教师成长的重要性，下面我就来谈一谈“反思”给我带来
的益处。

回顾经历，积累经验：

（1）赏识的目光象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

教师在上每节课时，都会有自己的感受，或愉悦、或平淡、
或痛苦、或气愤，在这不同的情绪中，往往蕴藏着宝贵的经
验教训。有一次，我在给八（2）班上完历史课后，感觉十分
惬意与喜悦，因为平时上课不听讲、很爱说话的两位同学居
然在那节课上从始至终持续用心状态，之后，我仔细回忆每
个细节，不禁豁然开朗：课前，我走进教室，对学生
说：“哪位同学帮老师把图片准备好？”徐世慧和马蕊琪就
不约而同主动去做了，我在课上对她们热爱劳动和乐于助人
进行了表扬，学生报以鼓励的掌声。徐世慧和马蕊琪脸上洋
溢着被肯定的自豪感，那堂课上的表现与以往也就大相径庭
了：潜心贯注的听讲，争先恐后的发言，面红耳赤的讨论。



针对他们的变化课堂上共响起5次掌声，它缓解课堂的`紧张
气氛，就象润滑剂一样，使枯燥的知识变得搞笑，使学生感
觉象做游戏一样，在愉快中获得了知识。寻找闪光点真诚赞
美、赏识激励，这一条作为宝贵的工作经验被我收入行囊，
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运用，成效很大。

（2）尊重和理解象明灯，指引教育迈向成功：

由于历史学科的特点，要求识记的知识很多，在日常教学中，
为了很好的巩固所学的知识，我采取的措施是，每节课在讲
新授课前，总是进行小测验，不合格的同学要受到必须的惩
罚。记得有一次测验时，有一名同学早做了“准备”，当她
留意翼翼惴惴不安地“行动”时，我悄悄的走到她的身边，
轻轻的在她的桌上点了三下，这三下既有对她行为的提醒，
又有对她行为的“包庇”，公布于众与尊重暗示中我选取了
后者。她当时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从这件小事之后，楼道
中擦肩而过中多了一双真诚而感激的眼睛，她在以后的测验
中没有再发生过作弊现象，而且每次都考得十分好。我在教
学反思中写下：“即便学生有错，也要给学生留面子，也要
丝毫不怀疑他们自省和改正错误的潜力，尊重学生、理解学
生，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是教育成功的秘诀。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五

如何在历史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认为我们可以从
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让学生感受历史知识的价值。历史知识的过去特点使
许多学生感到历史是“无用的”。如果教师不充分发掘历史
知识的价值，使课堂枯燥乏味，就很难使学生产生积极主动
的学习热情。

众所周知，历史知识丰富多彩，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只要注意联系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就能激



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历史知识是非常
有用的。

例如，在学习唐朝历史时，学生可以深入思考“贞观统治”和
“开元统治”带来的启示。根据学生的言论自由，教师们得
出结论，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重视人才建设和制度建
设，重视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重视文化教育
事业。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开放,也要处理好这些方面的问题。

通过这样的'分析，学生们觉得学习历史非常有用。因此，他
们对学好这门课程有着积极的认识，他们的学习兴趣也会提
高。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六

误区一：只要活动，不看对象。 

误区二：只要出新，不管科学。 

误区三；只见开头，不见结尾。 

误区四：只讲氛围，不谈实质。 

误区五：只懂罗列，不会深化。 

误区六：只重研究，不问基础。 

误区七：只要学生，不用老师。 

误区八：只有提问，不见其他。 

误区九：只讲手段，不懂效果。 

当然，在历史教学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误区，限于时间和篇



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学有学的误区，教有教的
误区，身为师者，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自己的误区，带着
孩子们走出他们的误区，以及教会他们如何不步入误区，这，
才是真正的为师之道。

历史的画卷教案篇七

爱因斯坦说：“对于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
师。”学生只有具备对学习的“热爱”和“探索”精神，才
能乐在其中，才能勤奋地学习。对于刚步入高中的高一新生
来讲，有些学生上课注意力不能持久，往往凭兴趣去认识事
物，对感兴趣的事情愿意去做，不感兴趣的就表现出心不在
焉。显而易见，如果不注重趣味教学，就很难培养起学生对
历史学习的兴趣。所以，我努力让学生在课堂45分钟的学习
中一直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和比较持久的注意力，就结合历史
这门学科的特点进行教学，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激
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并将激发兴趣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全过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