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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和课程的发展进行研究，提出了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教学整合以提升学生们的历史

学习兴趣，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在信息技术中体会历史，展望了未来信息技术对于历史知识的传承以及历

史教学的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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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proposes the in-
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istory curriculum teaching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history learning, further elaborates on how to experience histor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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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代教学观念主张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应高

度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唤起学生的求知欲，

弘扬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让他们兴味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获取知识。当

下，信息技术已融入世界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愈加便利，也使得教育教学工作得到了革新的

灵感和产生了一些新的融合点。现如今，单调的历史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教育和教学发展的需要，

应当将信息技术与教材相结合、与课堂讲授相结合以及与课后延伸学习相结合，改变既有教育教学范式，

拓宽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方法途径[1] [2]。因此，信息技术的崛起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好的契机，是学生们

积极参与课堂学习和唤起他们学习兴趣的重要保证。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学生不仅增添了学习兴趣，

而且在“因材得教”的同时提高了学生接收新鲜事物、审视美感以及自身综合水平的能力。教学的任务

在于“学”而并不是“教”，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自发找出教材中的知识要点，体会历史带来

的兴趣源泉，感受思考的收获和价值。 

2. 信息技术与历史课堂的整合 

技术信息下的教育已经随着科技发展逐渐完全的取代了传统的“黑板”教育，21 世纪以来，“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基础教育教学的新视点[3]。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的融入历史教学，从而营造一种新

型的历史教学环境，实现教师主导的同时学生又可以“自主、探究、合作”的这种教与学方式就是信息

技术与历史学科的整合[4]。这种技术与教学之间的整合能够调动教师在课堂上讲述枯燥历史知识的积极

性，提高课堂知识传授效率。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学生会被信息技术带来的历史知识体验深感兴趣，

从而自发的学习和记忆相应的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事件等关键历史问题。 
信息技术在历史教育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已有充分体现[5]。在我们的课堂中上会用多媒体投影 PPT

的方式取代手写板书，避免了图片无法手绘等问题，学生们面对知识点更加的具象与直观；当我们讲到

历史中关于战役的问题时，会采取播放相应的影视作品来深刻感悟战争带来的残酷；在老师教授某一历

史重要课程之前，会提前让学生们查询关于此历史课程的背景资料和重要纪要，并在课堂上一同分享，

通过互换信息来增添自己的兴趣和知识储备量等。 
将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整合，实际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历史课堂。信息技术带来的多元化、多方面的

信息来源[6]，使得学生们在课程中体会到比“课本”更加鲜明、生动、有趣的历史。 
当然关于信息技术的范畴与概念是不确定的，但教育的目标是确定的，教育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要把

立德树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落实到实处，产生好的教育预期和成果。按照摩尔定律，信息技

术的升级迭代是十八个月[7]，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发生在前沿领域的新技术都可以不加选择的融入到教

育教学领域，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众多偏远的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机构，尚且与发达地区也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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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数字鸿沟”问题[8]。在具备较好的信息技术基础环境的地区，这种融现代新兴信息技术入课堂的做

法的确是一种发展趋势，这对教师和学生都必将产生诸多观念上和习惯上的冲击。任何教育范式或教学

范式的改革与推进，都是需要条件的，需要对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进行培训、需要对学生进行辅导、需

要国家公共教育政策的支持以及学生与家长们的广泛认同与信任。 

3. 在信息技术中体会历史 

信息技术在课堂中运用固然重要，但课堂能够给予学生们的学习时间有限。当学生对某一历史问题。 
备感兴趣时，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取问题的相关答案。此时，信息技术的独特性就凸显出来[9]。

不同于在图书馆查阅书籍，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历史文献的索取更加简单，通过运用计算机登录国内各类

教育网站、百度和知乎等搜索引擎等即可获取想得到的资料。 
这种信息的搜寻不仅高速，而且高效。当我们搜索“曹操”，不仅会出现他的身份信息，还有他的

生平、典故以及与他相关的历史事件等，还会自其向外延展，例如涉及“虎痴许褚”或者“古之恶来”

等信息，这种信息的由点及面的发散是书本不能高效做到的。因此，在信息技术覆盖下多进行历史的查

找是学习历史、体会历史、还原历史非常好的形式[10]。 
除了用信息技术去查找历史、体会历史，我们还可以运用信息技术去“扮演历史”。扮演历史有很

多种形式，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以前，我们多采用演话剧的形式去还原历史，扮演其中的某历史人物，

去体会在“他”的情景下，你作为他是会怎么做。例如我班举办荆轲刺秦王的话剧演，在结束我们一同

探讨了作为历史人物的感想。作为扮演荆轲的学生体会到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视死如归；作为秦

王的同学在被刺时体会到了慌张，但作为君王要隐忍与克制恐惧，同时要想自己如何全身而退。通过这

种形式学生们感受到的历史是书本上教不到的。在如今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科

技，此时诞生了多种新型的体验历史的方式，例如各种“三国杀”、“率土之滨”这种军事谋略类游戏，

或是角色扮演类历史游戏，将现实的人们拉入历史长河中，重新回首那一段历史背景和故事。这些信息

技术带来的发展产物从一定角度上使“我们”参与了历史之中去，自然也会很好的体会历史。 
另外，在这些“体验式”的历史兴趣培养之外，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一些数字流量平台，如抖音、

小红书等。无疑这些“刷视频”的习惯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但必须承认，随着阅读和体验的碎

片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在走着一条不可逆的发展之路，要想人人脱离信息技术而存在的生活已经不可能

存在了，因此我们要直面信息技术广泛渗透生活的时代现象。充分利用当下的数字流量平台，选取关于

历史段子的高质量的热点和主题，也是培养学生们学习兴趣的一种途径。从技术上看，关于偏好与年龄

身份的控制与限制是可以做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内容审查制度也日趋完善，例如绝大多数平台都设

有“青少年模式”和家长监督模式，这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化保障。 
总之，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一切信息技术资源，这是一种未来教育所必须予以思考和加以利用的。

努力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是人类发展能力的体现，当然包括教育。 

4. 结语 

21 世纪是后工业化的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已然实现了某种“跨越式”发展，站在了世界信息技术

发展的“潮头”。信息技术之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深远，无远弗届。在我们传统的历史文化教育领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惊人的。首先，信息技术对历史记录的存储方式发生变化。时间

在分秒消逝，我们终究会成为历史，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更有可能完整地、详细的记录下我们的生活，

成为“数字化石”，为后人留下足够研究和考察的历史细节。其次，是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复活”历史

细节的能力，通过数字还原技术，制造出逼真的、“色香味”俱全的历史穿越体验，而不必仅仅依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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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阅读来感受历史的惊涛骇浪。第三，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历史教育的

范式必将产生质的变化。能否拥有向未来人讲好过去的“中国故事”的能力，现在看来，只有那些能够

积极拥抱新技术的教师才能适应这种新要求。因此这不仅仅是个技术的物质性问题，也还包括一种开放

的观念结构在里面。当然，面对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问题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在实践上不断的试错，

才能找到一条相对可靠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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