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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教学实习是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生提升教学技能的重要方式。作为历史学师范生，要充分利用教育教

学实习的机会，对教学实习情况进行自我反思。经分析发现实习教师有善于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和家国

情怀、吸引学生注意、加强课堂乐趣、减轻学生负担的优点。也存在对课标把握不准、历史学科知识不

全、师生互动少、教学内容多且语速快的缺点。同时，针对教学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应通过加强学科知

识、教学理念、教材和课程标准的学习，与优秀教师进行交流和学习并及时做好教学反思等方式努力提

升自身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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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internship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normal students in Regular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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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kills. As a history normal student,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y of teaching internship, conduct self-reflection on the teaching in-
ternship. Afte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rainee teachers are good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sense of 
time and space and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attracting students’ attention, strengthening 
classroom fun, and reducing students’ burden. There are also shortcomings such as inaccurate 
grasp of course standards, incomplete knowledge of history subjects, less teacher-student interac-
tion, more teaching content and fast speech.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short-
comings in teaching practic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of subject knowledge, teaching 
concep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communicate and learn from excellent 
teachers, and timely do a good job in teaching reflection to improve our own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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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当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教师人才培养愈发重视。通过政府与高校联合培养定向公费

师范生和扩招教育硕士等政策，师范生不断成为教师的后备力量，师范教育的培养也更加得到重视。教

育实习是本科师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师范生提升教学技能的关键环节之一。师范生在实习

期间可以通过向一线中学教师学习教学经验，切身感受一线课堂的真实状况，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

等方式，提升其自身的教学技能。实习中走向讲台上课，积累教学经验固然重要，但每次课后的教学反

思也是提升教学技能的重要部分。正如美国的心理学家波斯纳曾提出：“教师的成长 = 经验 + 反思”

[1]。作为历史学师范生，在校期间经过较多的师范技能训练，但并未经历过中学一线课堂的实战。因此，

于 2023 年 2 月以实习教师的身份在湖南平江县第二中学实习，被安排高一年级四个班的历史教学。本次

实习是第一次站上讲台教学，通过此次教学实习，对自身的教学情况进行分析与反思。 

2. 教学实习情况分析 

本次实习过程中，经过对自身的分析与反思、同行教师的评价以及学生的反馈，其中存在并有可继

续保持和发扬的优点，同时还有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及时改进。 

2.1. 教学实习中优点分析 

2.1.1. 巧用地图，联系中外，培养时空观念 
在历史学习中，历史地图对学习起到辅助作用，它有助于学生想象历史情景，在战争史中有利于把

握战争进程、理解战略意图，更好地培养学生时空观念等优点[2]。在实习教学时，由于教授的内容为世

界史，学生学习时因国家多、内容杂等问题，导致学习难度较大。面对此问题，首先利用地图教会学生

找出国家的地理位置，引导学生运用已知的地理知识对国家的特点及联系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同时期中

国的特点，加深学生对各个国家的区别与联系的理解。同时，讲授世界古代帝国扩张部分时，教师通过

运用地图与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将扩张图的各种符号进行讲解，并结合知识点，讲授各个帝国的扩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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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在课堂上巧妙运用当时的世界地图的好处在于：其一，可以使学生在上课前快速了解本节课所学习

的国家，知道本课的重难点；其二，运用地图讲授战争史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对建立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提升学生的读图能力和增强读图意识；其三，利用历史地图教学资源，可以更好的与地理学科相结合，

深刻地体现了其学科融合的特色，既体现出历史学科特色，又能帮助学生记忆知识，加强学科的联系，

这也是新课改中强调的跨学科教学的优势。 

2.1.2. 联系当今，潜移默化，培养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体现其对育人功能的追求，弘扬并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是时

代的基本要求[3]。运用教材哪些内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用

多长的时间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最有效？这些是备课时需要思考的问题。世界史的家国情怀不像中国

史那样直白，如果教师强行进行升华，容易使学生感到厌恶，效果会适得其反。 
在实习教学中，采用中外对比，联系当今的方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家国情怀。在教学古代埃

及时，教材有一句话表述为“尼罗河的特产莎草被加工成莎草纸，是古代埃及主要的书写材料”[4]。针

对这句话，学生心中会疑问：“古代埃及的莎草纸比中国要早，为什么说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呢？”因此，实习教师通过讲授中国的纸与莎草纸成分等方面进行对比，得出中国造纸术的纸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纸张，而莎草纸则只是植物成分，从而解决了学生心中的疑惑，提升了学生们的家国情怀，也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教学中古时期欧洲基督教统治时，教师讲解古代欧洲人民信

仰基督教的状况与当今中国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方法论进行列举，学

生反馈这是“废话”，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针对学生的反馈，趁热打铁，究其是“废话”的原因是在

于大家从小就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

性与欧洲基督教一成不变特点进行对比讲解，进一步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以上两个案例实习教师通过中外对比，联系当今的方式，能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增加爱国主义情怀，

提升民族认同感，培养其家国情坏。 

2.1.3. 妙用故事，吸引兴趣，加强课堂乐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关键，俗话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实习中，教师自身常问自己怎样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经过

几次实践尝试以及与学生的交流，发现学生喜欢听故事。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多次运用历史故事到课堂

中，吸引学生的兴趣。 
为了提升学生的兴趣，教师在备课时经常准备相关且学生感兴趣的故事。在教学古希腊“三哲”苏

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选取了两个历史故事，第一个为苏格拉底教学方法“产婆术”的故事，

讲授过程中不仅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还能通过故事的方式对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启发，尝试优化自己的

学习方法；第二个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对话，讨论什么是爱情、婚姻和幸福的故事，引起喜欢八卦

的高中生极大的兴趣，讲述完还引导学生的思考并得到了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故事本身对爱情、婚姻和

幸福的本质是正能量的，对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5]阶段中学生来讲，是有利于学生形

成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为即将到来的“成年早期”需面对“亲密对孤独的冲突”[5]做准备。 
总之，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利用讲解相关联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课堂

乐趣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形成良好的自我品德，为学生心理发展提供

帮助，增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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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善用提问，加深记忆，引起学生注意 
课堂提问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有效的教学提问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在教学实习中，可以多次

用提问的方式引起学生的注意。在课堂上，教师经常用以下四种方式提问：第一，对上一节课的知识点

进行提问。这种提问有利于学生回顾上一次课的重点内容，加深学生的记忆，同时也能通过上节课的回

忆来增强对本节课内容的理解。第二，新课讲授前，提出问题并阅读教材。在新课讲授前提出问题，有

利于通过问题的方式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认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还有利于学生有目的地学

习，提高其学习效率。第三，新课教授过程中提问。在新课教授中，学生很容易进入一个疲劳期，教师

对相关知识点提问，吸引学生注意，使学生思考问题，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分析与记忆，这有利于通过

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情况进而了解学生的掌握状况，及时调整教学安排。第四，课堂总结时提问。新课教

授完后提问，有利于学生对本课知识进行回顾，知道本课学习重点内容，同样也使教师清楚本次课的教

学效果。 
总之，在本次教学实习过程中善用提问的方式，引起学生的注意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 

2.1.5. 课堂习题，知识巩固，减轻学生负担 
在教学中，每讲完一个知识点后，趁热打铁，选择相关的习题给学生练习，一是为了巩固知识点，

加深学生的印象；二是通过习题练习，快速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同时，习题的选

取应是学生配套的练习题，其优点如下：第一，通过在课堂上练习作业中的习题，当场给教师进行反馈，

提出疑问，相比课后提问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此外，课后再进行一遍练习，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

象，做题的速度和效率会更好，更有学习的成就感，增加对学习的自信；第二，通过练习题本身，有利

于学生快速了解知识点的考察情况，把握考试的重难点；第三，通过课上练习，在讲授习题过程中，学

生可利用教师讲解做题的思路和方法时及时纠正自身错误，提升做题正确率。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常用练习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巩固，加深肌肉记忆，减轻学生的课后负担。 

2.2. 教学实习中缺点分析 

2.2.1. 课标把握不准，导致教学重难点有所偏离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是国家对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提出的基本规范和统一的要求，具有指导性原则，同

时也是考试出题的依据[6]。因此，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应对考试，都应紧扣课程标准，根据课程标准的

内容抓住教学的重难点。 
在实习教学过程中，对课标的把握不足，导致教学时的重难点有所偏离。比如，在讲授《文明的产

生与早期的发展》时，最新版课程标准规定需“知道早期人类文明的产生；了解各文明古国的不同特点，

并分析、认识这些特点形成的不同时空条件”[7]。因此不难发现本课教学重点为两部分，但教授完发现

从时间上看，第一部分“早期人类文明的产生”讲授仅用总时长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介

绍“文明古国”相关内容，两个重点分布的时间及其不均衡，会让学生误认为学习重点为第二部分；其

次，从教授内容来看，对于第二部分，课标不仅规定需要了解各文明古国的不同特点，还要求学生分析、

认识这些特点形成的不同时空条件，但教师教授中用了大量的时间讲授各个文明古国的概况及特点，并

没有分析这些古国特点形成的不同时空条件。 
通过课后反思不难发现对课程标准把握不够，没有紧扣课程标准的内容进行教学，导致教学的重难

点偏离，这不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2.2.2. 教学内容较多，导致课堂知识容量较大 
教学中，教师选取合适量的教学内容是一堂成功课堂的要素之一。在实习教学中，有时因为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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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把握不准，导致出现知识容量过大，没有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如：讲授中古时期的西欧时，知识点

主要有：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西欧城市的兴起和王权的加强以及拜占庭和俄罗斯。课堂教授时实习教

师对这些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讲授完后发现用了两个课时，且基本很少与学生互动，还没有达到

预想的课堂效果。经过分析发现这课并不需要每一个知识点都细讲，应该对其进行“加减法”，根据事

件在历史上重要程度以及考试频率对知识进行分析，选择一两个最重要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对于次重

点内容和非重点内容可以选择略讲或者简单概况，做到教学内容详略得到，突出教学重难点。 
通过课堂教学内容的讲解情况，发现对教学内容把握不准，出现“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导

致整堂课的知识容量特点大；对学生来讲，使学生无法把握重难点知识，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还

可能导致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无法跟上课堂节奏，出现恶性循环的不良现象。 

2.2.3. 教学语速较快，导致部分学生跟不上节奏 
在一线课堂中，讲授法依旧是教授用的最多的教学方法，因此一堂优秀的课程，较高的语言艺术是

必备条件，同时在讲授时还需要注意说话的速度和节奏。在实习结束时，有一位学生写了一张纸条表达

自己的想法，其中有句话是“第一节课时，我十分佩服你的肺活量，总感觉你一口气可以讲上百个字”。

用如此高情商和委婉的方式指出了实习教师在实习教学语速方面的不足。 
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出分析其中的原因：第一，由于实习教师紧张导致。一旦紧张会担心出错、忘

词等情况，这时讲话语速不由自主加快，想通过此方式避免出错；第二，由于准备的教学内容过多，害

怕讲不完知识点的情况。高中教材知识点繁琐冗杂，教师对教材把握不够，没有合理对知识点进行分析，

导致只能通过加快语速讲完知识点。 
因此，在教师实习教学中，发现教学语速很快，容易导致学生来不及做笔记，没有时间从在教材中

找到相应的位置，甚至出现部分学生无法跟上自己的教学节奏，最后使得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效果

不好。 

2.2.4. 师生互动不够，导致忽视学生行为主体 
新课程强调教学要以教师为主导地位，以学生为主体地位，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把课堂交给学生，以

学生为中心。在实习教学过程中，发现除了部分教学内容较少的课与学生互动比较多以外，大部分课程

基本是实习教师自己讲授，课堂活动和学生课堂表达机会较少。 
面对此问题，有以下危害：第一，学生反馈不够。教师在教授新课的过程中应不断根据学生的掌握

情况调整教学安排，学生课堂反馈是教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点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教师教授过多，不

给学生反馈的机会，很难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无法做到面向全体学生教学。第二，学生失去听课兴趣。

历史作为文科科目，大部分知识点教材上都一目了然，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只是一个人的课堂，会导致学

生失去听课的兴趣，甚至漠视教师讲课，课后通过阅读教材的方式来掌握知识点；第三，部分学生跟不

上教学进度。教学中如果仅教师一个人上课，会导致学生无法做笔记与听课相配合，甚至在做笔记时错

过教师重点讲的内容，拉低了学生学习效率，不符合新课改的教学理念。 
总之，教师在实习教学中发现大部分课堂基本是一个人讲授，可以不难得出是因为师生互动不够，

忽视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不利于学生进行素质教育，难以出现高效的学习方法。 

2.2.5. 学科知识不全，导致教学内容不够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强调：“做好老师，要有扎实的学识”[8]。因此，教师具备扎实

的学科知识是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学科知识全面，会使课堂丰富且有深度。 
在教学实习中，明显感觉到“学到用时方恨少”，其表现有以下：第一，本次实习教授内容大部分

为世界古代史部分，如今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世界古代史内容基本都是新增的，很多内容实习教师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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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没有学过，甚至部分内容大学课堂里也没有讲到，导致此部分内容掌握不透彻，备课时需要花大

量的时间来学习，基本是现学现卖的情况；第二，由于学科知识储备不足，只是教学教材中浅显的知识

点，无法深入分析，导致学生理解出现困难，不利于学生记忆知识点；第三，由于知识点不熟悉，学生

询问题目无法快速教会学生得出答案，只能引导学生一起找出答案的方式来解决此题，这种方式看似是

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会思考，靠自己的能力找出答案，但实际上是因为教师自己对此题目的不确定，心理

没底而采取的策略。学科知识不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容易失去学生的信任，使教师的威严不断下

降，导致课堂中学生不跟着教师的节奏，甚至与教师唱反调，不利于对学生管理。 
总之，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有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是至关重要，如果学科知识不全，会

导致备课困难，教学内容不够深入，难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甚至导致失去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

信任。 

3. 针对教学实习情况提升教学技能策略 

针对本次教学实习中的优缺点，教师对提升教学技能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做好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

教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升自身的教学技能。 

3.1. 加强学科知识的学习 

“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应该是要有一潭水”

[9]，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地发展，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获取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广。因此，作为

教师，应终身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被时代所淘汰。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对学科知识的要求更高。从最新的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来看，教材中知识点十

分广泛，除了一些著名的历史知识，还有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点，如新增食品安全、防疫知识等知识。

因此，作为历史学师范生，应不断提升历史知识的储备：第一，阅读历史著作。历史教师应多阅读《国

史大纲》《全球通史》等史学大作来提升历史学基础知识；第二，阅读历史期刊。历史教师定期阅读《历

史档案》《历史文献》《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等著名历史期刊，了解史学最新研究现状，丰富历史

学科素养；第三，进行史学研究。通过史学研究过程，教师既可以掌握研究内容更深层次的历史知识，

还可以了解相关内容的知识，从而拓宽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扎实的历史知识以及历史相关联的其他学科知识也是必不

可少的要求。因此，平时应通过多种方式积累历史知识，延长知识的广度和加强知识的深度。 

3.2. 学习新课改革的教学理念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除了需要有全面的学科知识，良好的教学方法也尤其重要。良好的教学方法有

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等优点。但是，教学方法并不是千篇一律，“教学有法，但

教无定法”，教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以及结合学生的自身特点来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并且紧跟

新课程改革步伐，符合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念。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如何有效的学习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论，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方法，主要有

以下措施：第一，研读最新教育文件。教师深入研读教育部发布教育文件，学习并更新教育理念，跟随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教学方向不偏离；第二，学习专家对教育政策的解读。通过专家讲座等方式对

新课改的方针政策解读，可帮助教师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且为教师实施提供建议。第三，在实践中践

行新课程改革教学理念。教师应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中践行最新教学理念，形成有

自己特色的教学风格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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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时应不断学习最新教学理念，更新教学观念，上好每一堂精彩的历史课，

让更多的学生爱上历史。 

3.3. 研读教材和课程标准 

教材和课程标准是教师教学重要的材料，也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同样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料。作

为教师，应对教材和课程标准进行研读。其方法：首先，通过教材和课程标准本身来判断教学重难点，

特别是课程标准中，对教学的重难点以及实施建议有着明确的分析与解读；其次，通过阅读教师用书和

课程标准解读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教师通过阅读借鉴，更好地理解教材和课程标准。最后，通过与一线

优秀教师学习交流来分析教材和课标的重点内容，防止在教师自己在研读时加上主观判断而导致重难点

想偏离。 
总之，作为教师，上课时一定要利用好教材和课程标准，吃透两本重要资料，做来用课程标准来辅

助教学，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3.4. 与一线教师交流学习，利用教学反思总结经验 

对于如何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利用空余时间听其他优秀

教师的课堂，并且还需对课堂进行分析与反思。第一，对教师的教学过程及时记录与分析。在教师教学

的过程中，应及时记录教师的教学思路，同时还需及时记录学生的反馈，方便课后分析借鉴；第二，课

后对教师的妙处和不足进行分析。清楚了解妙在哪，为什么妙，思考如何运用到自己的课堂。分析不足

的原因，思考在自己的教学中如何避免然后再改进不足。第三，与教师进行交流。除了教师自己分析课

程外，还应该与其教师进行交流，了解其设计意图，学习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总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对课堂进行教学反思，同时还需与优秀的教师进行交流学习，

听一线优秀教师的优质课堂，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积累教学经验，快速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早日成

为一名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 

4. 结语 

教学实习是师范生提升教学技能最有效的方式，作为师范生应重视教学实习，并且在实习过程中及

时做好教学反思，通过反思增强自身的教学本领。通过本次教学实习，教师对其教学情况进行分析与反

思，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新时代师范生，应该始终热爱教育事业，愿意为教

育事业而奋斗终生，师范生应将青春献给讲台，用所学知识培养祖国的未来，挥洒奋斗的汗水为祖国的

教育事业献上坚定的力量，并始终不忘初心，将“四有”好老师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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