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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素质改革的进一步推
进， 把现代化的先进设备引入到教学中已经
成为了一种趋势，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 要让学生的历史素质能
获得较大的进步， 就需要把计算机技术引入
到历史课堂中， 使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来辅
助教学的进行。

一、现代媒体在教学中的优势
传统的教学模式随着新课改的进行都被

摒弃了， 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现代先进技术辅
助教学的新型教学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计
算机多媒体教学成为了教师在地理课堂上提
高学生兴趣的首要选择。 现在教育要求培养
学生的整体素质， 只要求学生取得好成绩的
做法和观念都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 教师
需要用先进的教学观念武装自己， 用新型的
教学方式来教育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科
技的进步， 先进的科技技术逐步渗透到了学
校的教学中。 由于计算机能通过制作课件把
历史上的事件、历史上人物的面貌播放出来，
学生通过这种科技辅助工具对历史的感受不
再是死板的文字知识， 而是生动形象的具体
事件，对历史事件理解得更加深刻，对人物的
解读更加准确。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教师可
以在备课时制作出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课件，
通过播放历史课件， 使历史事件按照发生事
件能系统地播放出来， 还能按照横向发展的
趋势来分析历史事件。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
域间发生的事都能在短短的时间内通过计算
机辅助课件观看到， 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接触
到更多的内容， 对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了解
得更清楚。

二、发挥媒体优势，培养思维素质
1.利用直观性，激发兴趣、增强感染。 学生

在学习时，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外部刺激，才能
使他们对刺激的事物产生兴趣，从而对这些事
物进行深入分析，在不断了解的同时，学生的
兴趣会越来越浓厚，这种兴趣的作用是十分强
大的，它激励着学生更好地进行历史知识的研
究和探索。所以，教师在进行高中历史教学时，
不仅要对教学目标有清晰的研究，还要对所教
班级的学生进行深入分析，掌握他们的心理状
况，根据学生的兴趣发展选择合适的多媒体课

件来对学生进行直观刺激。学生通过对历史事
件的深入了解，在多媒体声像结合画面中获得
了更丰富的知识。在多媒体对学生的感官进行
刺激时，能拉近学生与历史学科的距离，使学
生摒弃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与现在的生活没
有关系的错误观点。

在对学生进行兴趣的激发时， 我制作了
一些和解放战争有关的课件， 在这个课件中
包含了一些抗战歌曲、抗战画面等。通过播放
“强渡淮河”“攻占锦州”“横渡长江”“占领南
京”等图片，使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境清楚地展
现在学生面前， 让学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历史长河中战争的发展情况。在观看课件时，
配以《英雄赞歌》的音乐，使学生对民族和国
家感到深深的热爱， 对人民解放军充满了敬
佩之情。 利用直观的多媒体辅助教学使学生
在感官上对历史有了深刻的体会， 使他们对
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
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使学生对问
题的分析面更广，分析得更深入。

2.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性，因材施教、
分层教学。学生的智力和学习水平不同，导致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也有区别。 例
如，有的学生对历史发生的年代记忆深刻，有
的学生对历史发生的事件和背景有深入的了
解，能谈出自己的看法。 所以，教师在进行教
学时， 要根据学生情况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教
学，根据学生的差异，选择适合各个水平阶段
学生的方式， 使他们都能通过对历史深入了
解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科学的分层教学能使
学生在不同的水平和阶段分析不同的内容，
同样都获得提高。

在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 教师和学生
要多进行互动。 把先进的科技引入到历史教
学中，不仅仅是让学生观看多媒体课件，而是
让他们通过观看多媒体课件对历史的发展过
程有自己的理解， 提高对历史知识的领会能
力。在使用多媒体的历史课堂，教师不能只是
操作多媒体课件， 而是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和
学生达成良好的互动， 使学生能更好地吸收
和理解历史知识， 教师能根据学生的情况对
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进行改进。

3.利用动态性，启迪思维、培养能力。 学

生的认知过程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如何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使学
生的思维活动由现象到本质、 由形象思维到
抽象思维，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探求的问题。
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能使历史画
面 再 现 的 功 能 来 使 学 生 形 成 一 定 的 历 史 思
维，促使他们对历史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多媒体技术所拥有的独特动画 效 果，如
动画模拟、录像抓帧、背景拟音、图文串联、问
题显示等方式皆能结合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
通过画面展示、切换、停顿、闪烁、组合、重复
等步骤，达到以往教学所难以达到的效果，锻
炼学生的思维素质、培养思维能力。

“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在 于 毛 泽 东
军 事 思 想 的 正 确”，这 是 本 课 的 一 个 重 点 难
点。 对于这一知识点的突破我以“人民解放
军为什么首战东北？ ”为切入口。 在多媒体
技 术 上 我 如 下 设 计 ：（1）电 脑 显 示 “战 略 反
攻 后 的 解 放 区”。 （学 生 一 目 了 然 敌 人 已 陷
于 人 民 解 放 战 争 的 汪 洋 大 海 中 ， 并 且 敌 人
的 主 要 兵 力 集 中 在 东 北 、华 北 、华 东 地 区 ）
（2）如 果 首 战 华 北 ，电 脑 虚 拟 演 示 “华 北 解
放 军 将 受 到 来 自 华 北 、 东 北 敌 军 的 两 面 夹
击”。 （3）如 果 首 战 华 东，电 脑 虚 拟 演 示“东
北 敌 军 撤 退， 实 行 战 略 收 缩 ， 增 加 战 场 压
力、作 战 难 度”。 （4）如 果 首 战 东 北，电 脑 显
示“封 锁 敌 军 退 路、形 成 瓮 中 捉 鳖 的 形 势 ”。
在 电 脑 动 画 演 示 的 同 时 伴 有 背 景 拟 音 、字
幕 滚 动 的 效 果。 学 生 从 多 媒 体 的 动 态 中 得
出“首 战 东 北 体 现 了 党 中 央 决 策 的 英 明 ”的
结论。 实践证明这一设计起到了启迪思维、
发展能力的作用。

总 之，利 用 计 算 机 辅 助 历 史 教 学 ，可 以
让 学 生 观 看 直 观 的 多 媒 体 课 件 来 体 会 事 件
发生的真实情况，使过去发生的事情能再现
到学生眼前。 教师制作的多媒体课件不仅能
让学生观看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还要有让
学生参与到其中的环节。 通过让学生对事件
进 行 讲 述、分 析，使 他 们 能 从 其 中 发 现 问 题
并能利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使学生在
参与过程中获得历史思维能力，具备历史分
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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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学思想与方法的反思。 学生对数学
思想与方法的学习、掌握，对接下来的数学学
习活动起着监控和调节的作用， 在学生数学
能力的培养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地认为， 学生对数学思
想与方法的掌握就是帮助学生构建解决问题
的思路。 因此，教师对学生进行解题示范后，
有必要引导学生反思解题过程中运用到的具
体的数学思维方法， 并在后续练习中帮助学
生掌握与类化。 例如，在解决一道题目后，要
引导学生反思， 教师运用了什么方法使解题
过程归于简单，以前是否运用到这一方法，这
一方法可以在哪些题目中使用等。 以达到使
学生举一反三、熟练掌握的目的。

3．课堂小结中的反思。 一般做法，小结中

的反思主要是引导学生反思本课时学习的主
要内容、重点难点、关键点、解题方法与技巧、
存疑之处、新知与旧知的联系等。 对于这些，
教师完全可以不必自己动手而是动口引导学
生自己做结。 此外，我以为学生的反思，还应
包括以下问题， 如预习中的存疑是否全部解
决、学习中是否有出现新问题、还想知道什么
知识、学习感受与体会等。对这些问题的反思
与总结，不仅使学生本课时的学习趋于完美，
还可以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做必要的准备、体
会数学之美，等等。

总之，学生的反思能力与习惯是学生对自
身学习，综合思维能力进行自我完善的有效途
径。 学生既然能够反省自我，就会进一步超越
自我， 只有找出所有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

法，在学习中脚踏实地进行实践，才能不断提
升自我，让学习水平更上一层楼。当然，培养学
生反思能力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只是在实际教
学中谈几点做法，但我可以欣慰的是发现学生
对这反思能力的逐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越
来越浓，学习成绩也成正比式地提高，这个课
题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发。让教育同仁们一
起来善待反思，全方位反思，有效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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