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二历史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初二历史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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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历史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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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历史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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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历史教学反思篇四

新课程改革进行地如火如荼，教学模式也随之一改再改，日
见丰富。新课程、新标准、新要求……一切都是新的，随着
形势的发展，普通初中历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把学生
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课堂中给学生以充分发挥余
地，从而得到锻炼，已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每个新老教
师苦苦思索、探索、甚至头疼的事情。通过历史教学，让我



深感历史教学任重而道远，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同时
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历史教学的乐趣，总有让我挖掘不完的东
西。下面我对初中历史教学作以下反思，与大家共勉。

首先，在教学中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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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认为历史课枯燥、乏味，所以缺
少学习兴趣。因此我努力让学生在课堂45分钟的学习中一直
保持比较持久的注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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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激发兴趣贯穿于课堂教
学的全过程。例如讲到“炮烙之刑”时，我说：“商纣王创
制的‘炮烙之刑’是一种酷刑，他先叫人将铜柱子放在熊熊
燃烧的炭火上，等铜柱烧得通红通红时，就把‘犯人’的身
体贴在铜柱上，‘犯人’刚贴在铜柱上，只听到‘哧’的一
声，‘犯人’的身体立即冒起缕缕青烟，犯人几乎都是被活
活的烫死了。这样，学生仿佛“亲眼看到了”和“亲耳听到
了”，产生一种犹如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了对商纣王
残暴统治的认识。

初中学生年龄偏小，活泼好动，注意力容易分散。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如果巧妙地插入一个小故事，调节学生的情绪，
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讲“明朝君权
的加强”时给学生讲述“露马脚”故事的由来，这样既增强
学生学习的兴趣，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如在学习“中
外的交往与冲突”讲到戚继光抗倭时，给学生讲述体育课的
口号“稍息、立正”的由来及光头饼的由来等等，使学生听
了以后非常感兴趣，由此学习历史的兴趣也更浓了。

其次，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在教学中，我认识到不能
再同我上学时那样教学了，现在应该教的不是书本上死的东
西了，那些学生都能知道,“读史可以明志，学史可以鉴身”
现在教给他们的是就某个知识应怎样分析理解，使从中得到
启发。所以我努力改变学生原有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注



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让他们主动地去认识、学习
和接受教育影响，从而达到所预期的学习目标。在上导言课
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
设计了“科举制的创立”这个内容，先由教师接任了一个自
己一点也不了解的新班，要选几位品德好、关心集体、办事
能力强的班干部，用什么办法选举呢?而引出话题，再结合本
课的相关内容，让学生想象如果自己是古代的封建帝王该如
何选拨官吏呢?短时间内便创造出了一个浓厚的学习气氛，学
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使学生真正做了课堂的主人，
享受到了历史课堂的快乐。

除此之外我还采用我们所熟知的“温故知新”教学法，让学
生首先温历史之“故”而知新。例如，要讲中国的改革开放，
可以先通过商鞅变法的例子来分析。商鞅变法得到多数人的
支持的史实，使学生体会到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
是秦国统一大业的需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古今同理，
结合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这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拥
护、支持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
势下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这样通过温习以
前的旧知识来理解、深化当前新知识，还可以巩固旧知识。

以上这些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总之，历史教学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需要我们每位历史教师坚持不懈，勇于创新，在课
程改革的春风吹拂下，我们每位历史教师只有把握住新课程
的主旋律，向每位学生敞开学史之门，指明知史之路，让每
位学生畅所欲言，施展才能。才能增强历史学科的魅力，不
断地向课堂注入“活水”，真正“点燃学生思辩的火把”。

初二历史教学反思篇五

1、回顾经历，积累经验：

（1）  赏识的目光象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



（2）  尊重和理解象明灯，指引教育迈向成功：

2、发现问题，寻找方法：

通过课堂实践，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反思对课堂教学的反馈
指导，对教师成长至关重要。经验+反思=成长。积极参与教
学科研，在工作中勇于探索创新，在行动和研究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反思水平，做一个“反思型”“研究型”的教师。大
浪淘沙，回顾反思我不再一味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在今天
的尝试中变化、改进。你想跑得更快吗？你想从众多的竞争
者之中脱颖而出吗？那么，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请抽出
一点点宝贵的时间来“反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