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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的实施，无疑对于中学生学习压力的缓解和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中学历

史课堂教学也有很大影响。“双减”政策本质上没有降低对学生的要求，那么如何在有限的课堂中传授

知识和学习技巧、完成教学目标，这对于教师而言更是一个挑战也是机遇，教师若能积极能动地调整教

学可以促进学生发展，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本文立足于历史课堂教学实践，通过在教学方法、

作业评价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有效方法，以保证、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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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undoubtedl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lle-
viating the learning pressure and promo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and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middle school classroom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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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ssentially does not lower the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Therefore, 
how to impart knowledge and learning skills, and achieve teaching goals in a limited classroom is 
a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teachers. If teachers can actively adjust their teaching, it can pro-
mote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ac-
tice of history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thods in teaching methods, 
homework evalu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o ens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iddle school his-
tory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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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双减”政策和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历史学科的课堂教学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课程实

施从过去的死记硬背、机械练习转变为提倡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

学的内容、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双减”政策要求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但教学质

量是一个学校、教师的立身之本，是家长、学生最关心的问题。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仍然是学

生的成绩，这与每位学生的未来都息息相关。通过降低课堂效率和质量的方法减低学生的负担是不可取

的，任何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成绩都不能忽视。教师如何在响应国家减负政策的同时兼顾课堂效率和学

生成绩，这对于每个教师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提高学生成绩是教学的重中之重，简化历史课堂的教学

是当务之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每一位教师追求的方向。 

2.“双减”政策下，初中历史教学现状 

2.1. 学生对历史兴趣寥寥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往往与学生实际生活距离较远，此外历史知识广博高深，蕴含着很多

专业名词以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难以理解，且历史教师在备课时，往往局限于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重

视应试类题目，忽视拓展性知识。初中历史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忽视学生的学习感受，导致学生的历史

学习兴趣不高[1]。 

2.2. 教学理念传统 

如今依然盛行知识本位的教学理念，大多数变革浮于表面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知识第一”的教

学追求，忽视知识与学生生活情景、具体实践的关系[2]。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保持着传统的教学理念，

忽视学生对课堂的主动性和参与性，片面要求学生机械记忆，不重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运用以及综合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传统的教育理念也限制了教师创新性的发挥，使教学过程变得僵化、缺乏生机。 

2.3. 教学方法简单 

目前历史课堂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为讲述法，即教师借助语言这一单一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

不能与其他教学方法相配合，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接受，教师完全成为课堂的中心，学生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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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需要很难被满足，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能力也在受到很大限制。教学方法简单也反映出历史课

堂教学缺乏创新。 

2.4. 历史知识缺乏整合 

历史知识缺乏整合主要表现在某些历史知识会重复出现在不同单元、年级和教材中，导致历史知识

零散无序，学生在学习历史时不理解这些重复出现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难以将这些知识按照

一定的逻辑整合纳入知识结构，无法总结出历史进程演变的规律，阻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深入理解，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也会受到干扰，影响学生的整体发展。 

3.“双减政策”下，保证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3.1. 积极探索有效方法，高效利用课堂时间 

“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特别是要减少课后作业量，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能够用

更多课余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因此“双减”政策的本质是减轻课业负担而不降低课堂质量[3]。在过去传

统的教学中，课后作业是课堂知识补充、巩固、练习的重要方式，在减少学生课后作业的情况下就只有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才能够保障学习质量。新课程标准要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型学习模式，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就可以掌握所学知

识，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3.1.1. 运用多种材料，提高学生兴趣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就要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中心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

求知欲望[4]。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历史知识产生好奇心就会主动融入课堂，配合教师，推动学习进程。互

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了大量教学材料，包括影视资料、纪录片、文物、书籍资料

等等，因此教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途径也大大增加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根据自身教学水平、

学生特点、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信息技术提供的材料，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例如，在《秦统一中国》这一课的导入环节时，可以播放央视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中，关

于秦始皇派人修筑长城的片段，这一片段与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相关联可以借势引出这节课所学习的内

容，而且长城景色波澜壮阔，能够震撼学生心灵，吸引学生注意力。视频播放结束后，教师可以询问学

生：“刚刚播放的片段出现于哪个朝代？主持修筑长城的谁?修筑长城最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引入

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通过展示视频材料可以创设历史教学情景，引起学生学习知识的

兴趣，学生在课堂中更积极主动的探究问题，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对于提高课堂效率，从而减少课余

时间补课、作业有着重要影响。 

3.1.2. 以学生为中心，重新确定知识重点 
一节课的时间是标准的、有限的，学生的注意力和精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在一节课中想要做到“滴

水不漏”，将所有知识点都传授给学生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既定条件下，想要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还要保

证教学质量，教师就必须对知识点进行筛选，划分重点、难点，统筹好课程的详略规划，这也是每个教

师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教学下，教师划分重点、非重点的标准主要取决于自身经验，很少关注到学

生作为学习主体对于重点知识的界定，对于重点知识的确定也不十分准确。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课程重点知识的确定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学习特点，教师只有深入了解学生，真正把课堂

还给学生才能科学的确定重点知识。 
例如，在《隋朝的统一与灭亡》这一课的学习中，教师在学生预习课文时学生布置相关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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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习阶段给学生布置一些简答题的预作业，然后收集整理好学生的答题情况，教师如果发现学生在京

杭大运河的历程、修筑意义方面记忆有偏差，那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以京杭大运河为重点，通过讲

授历史故事、播放影视片段等方法，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这个知识点。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分析，教师

可以发现学生学习的薄弱点，针对学生进行教学设计，教师也能提高教学质量，由此，学生的课后负担

也能减轻许多。 

3.1.3. 合理分组，高效探究 
要保证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就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多合作、多探究，学生分组探究学习问题可

以发散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但分组探究的效果取决于分组是否科学合理。合理的分组能

发挥每个学生的优点，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反之，不合理的分组容易导致只有小部分学生参与到了探究

的过程中，大部分学生被边缘化，毫无参与感，丧失对课题的兴趣。多元智能理论强调每位学生身上都有

着不同的智能，为了学生和课堂顺利进行，教师在分组的同时应考虑到不同学生智能的差异与课堂的方方

面面，分组应使学生相互取长补短，保证分组学习的方式能使探究向更深方向发展，以保证课堂质量。 
例如，在提倡跨学科综合教学的背景下，历史课堂的学习应综合考虑学生在其他学科的表现。因为

历史学科也具有一定综合性，其中有许多文言文、地图、图片等于语文、地理、政治学科相关。在历史

课堂的分组中，应使每个小组内的成员都有各自擅长的学科。如语文学科好的同学，在研读带有文言文

的文献史料时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使探究的过程更加顺利，少走弯路，提高了学习的效率，这样可

以在有限的课堂中增加学生学习的知识量，还可以减轻学生课后作业负担，有利于落实“双减”政策。 

3.2. 根据学生需要，合理布置作业 

作业是对课堂知识补充、巩固、练习的重要方式，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同，

因此作业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来布置，而不应该像传统的方式布置单一的作业，这不仅对学生的学

习没有积极影响，还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在“双减”政策下，根据学生需要，合理布置作业是十分

必要的，这能够减少学生机械而多余的练习，让学生在现有基础上获得发展。 

3.2.1. 分层布置作业，减轻不必要的负担 
不同学生有着不同的知识水平，作业布置得合理，学生的负担就轻，甚至没有负担。在传统教学模

式下，教师往往对整个班级的学生布置相同难度和数量的作业，这种布置作业的方式往往导致不良的结

果，那些对知识已经完全掌握的同学，作业对于他们而言是种重复的练习；而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而言，

他们难以完成任务，对学习逐渐失去信心。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我们提倡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在布置

作业时，面对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师也应该布置不同的作业，这样学生才能在自身已有的基础上获得发

展。这样分层布置作业不仅可以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还能最大程度保障学习效果，教师应对课后习题做

好分类工作，分层布置作业，减轻学生负担。 
例如，在《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内容分层布置作

业，对于简单和一般难度的题目要求全班同学完成，比如“唐太宗曾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

百姓……’，为什么唐太宗把君主和百姓的关系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而困难题目则为拓展题，允

许有能力的学生选做，比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诗中描绘的社会状况是怎样

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通过这种分层作业的设置，教师可以把握好作业的数量和难度，将减负

提质落实到实处。 

3.2.2. 重视数据分析，重点练习错题 
作业作为课堂知识的重要补充，对于加深理解、巩固所学知识有着重要作用，但作业对学生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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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负担取决于教师是否了解学生的薄弱点，且不同学生的薄弱点是不同的，有时还存在很大差异，因

此教师布置作业应该体现这种差异。教师应善于将学生在学习知识、练习习题时出现的错误收集下来进

行分析，基于学生常出现的错误而布置的作业体现了分层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的理念，科学合理地促强补

弱，不仅响应“双减”政策，减轻学生负担，还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保证学习效果。教师应在教学中善

于对教学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处理，根据错题来布置作业。 
例如，在学习《百家争鸣》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将做错的选择题以剪贴的方式整理在错

题集上，或者将搞混淆的流派思想制作成表格对比记忆，比如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但是二者所处的年代不同，思想方面也有差异，如“核心思想是‘仁’是哪位思想家？主张实行‘仁

政’的是哪位思想家？”，学生在初次练习时容易出现错误，需要学生将错题整理下来后再次练习。

这样通过不断整理错题、练习错题，可以引导学生加强自己学习薄弱点的练习，大大增加了作业练

习的意义。 

3.3. 优化作业功能，注重能力培养 

新课程改革改变了过去教学目标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简单的机械记忆，更加注重理解知识，强调学

生能力的培养。因此要想兼顾坚强负担与提高质量，简单的增加作业量是不够的，教师需要在培养学生

能力的基础上，布置多种形式的作业，实现个性教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作业的正向功能，保证“双

减”政策下对作业的更高要求。 

3.3.1. 探索作业新形式，增加作业趣味性 
学生能力的培养更多是源于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的过程，而非教师强制性实施外在干预，学生能否

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布置的作业主要是

课本以及练习册上的练习题，内容生硬，形式单一且枯燥乏味，学生对作业的兴趣极低，不愿参与到作

业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探索作业的新形式，增加学生参与作业的意愿[5]。例如，在学习《清朝君主专制

的强化》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汉唐为切入点，设定人物生活情景，给出一个作文题目，如“张三的梦回

穿越”，设定所有学生为现代人张三，偶然有天晚上做梦穿越到了汉朝，整个梦境从汉朝开始一直到

清朝，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学生可自行设计每个时期的职业与身份，如张三在汉武帝时期任职宰相

一职，而到了清朝进入了军机处。布置这样一个由学生自行设计的题目，教师可以明显感觉学生比之

前更加主动。 

3.3.2. 挖掘乡土资源，增强作业实践性 
当代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此作业也应该落脚在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上，增强作业的实践性。历史知识具有过去性、抽象性的特点，若能充分利用所在区域的历史

文化资源，引导学生将课堂知识与生活实践融合在一起，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目标、优化作

业效果有着积极作用。所以，在“双减”政策的要求下，教师应该善于将课堂所讲授的历史知识与当地

乡土环境结合起来，多布置些需要学生独立完成的实践性作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切实减轻学

生负担。 
例如，当地属于历史名人故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作业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当地历

史资源为素材，多参观当地历史名人纪念馆或博物馆、历史遗址遗迹等，撰写笔记，宣传画报等。为了

保证作业的质量，学生会亲自了解当地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体会当地风土人情，感受家乡历史文化的魅

力。作业完成后，教师可以在班级内设置展览区，将优秀作品展出，予以表扬。通过结合当地乡土文化

资源，布置实践性作业，不仅切实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也提高了作业的质量。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53


刘一诺 
 

 

DOI: 10.12677/ae.2024.145653 50 教育进展 
 

4. 结语 

在过去的历史课堂教学中存在着很多弊端，教师过分依赖教材和已有的教学经验，不愿花精力了解

学生、改进教学方法；教育目标的功利性含义太大，忽略了学生作为鲜活个体的个性与发展规律，学生

课业负担较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堪忧。“双减”政策的出现对于规范教学、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有重大

意义，如何在贯彻“双减”政策的同时，又保证学生学习效果，这确实值得广大教师思考，教师需要改

变教学观念，推陈出新，将新的教学理念贯彻于课堂讲授、课后作业中，营造轻松、和谐、有趣的课堂

环境，教师只有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有效做好减负工作，更好落实“双减”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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