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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教学机制也

在不断地发生变革。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创新与研发，给我国的

高中教学带来教学创新挑战的同时， 更是拓宽了高中历史课

程教学方式的改变途径。 现如今的数字化媒体信息技术，已经

在高中的课程教学中广泛使用。教师对微课在高中历史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旨在提升高中历史教学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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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高中历史课程教学开展的过程中， 教学时长通

常在 45 分钟。这么长时间的历史知识传输过程，往往会导致学

生对历史教学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但是微课课程全部时长一

般在 5-10 分钟， 微课的教学内容更是相较传统教学更加的精

练。 借助多媒体教学平台，实现图像、音频等多种形式的结合，
从而加强了高中历史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比如，在对《文化

发展历程》这一板块开展教学时，整体知识结构过于繁杂且过

于抽象。 但是引入微课教学方法，将整体内容更加精练地呈现

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保证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知识整体的精

练与完整性。 通过微课辅助的“微反思”以及“微练习”，很大程

度上增强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整体性、 逻辑性和有效性，有

效提升了整体教学质量，较好地实现了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
除此之外，在传统课程教学中，绝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会

出现走神的情况。但是采用微课这种教学方式，在既定的短短

几分钟之内，可以让学生的思维实现高度集中，并且在学习之

后获得高效的课程学习效果。
一、微课教学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作为历史教师一

定要非常重视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前那几分钟的备课环节。 要想

让学生学好历史，不能总使用陈旧的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死记

硬背的方法来学习，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学习历史的好方法。 只

有让学生掌握了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高中历史课堂上使用的微课视频， 需要依照课程的教学

目标制作，教学内容还要与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相契合，从而

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微课的教学使用不应当是盲目的，比如在

教学《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这一历史课程时，可以在对

我国的印刷术相关发明进行讲述的过程中， 适时播放与毕昇

的印刷术相关的微视频， 其中有些内容很好地展示了印刷术

的相关原理，更好地向学生展示水墨、印纸的具体制作环节，
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微课视频更加直观地显示了整体教学内

容，使学生学习起来更为简单。 同时，又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

历史内容贯串融会于教学中， 给学生的课程教学留下了较为

直观的印象，实现了历史课程教学氛围的活跃性，提高了学生

整体学习的有效性。

二、微课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通过在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中引入微课教学，可以更好地

基于历史 教 学 课 堂 开 展 情 境 式 教 学， 从 而 使 学 生 在 微 课 教

学中置身于具体的情境中，更好地学习相关内容。 通过构建

情境式教 学， 更 好 地 完 成 了 历 史 知 识 内 容 的 传 输。 与 此 同

时，还 可 以 更 好 地 推 进 学 生 对 于 问 题 的 导 入 、分 析 ，更 能 引

导学生实现在学习中所遇问题的自我解决。 比如，学生在学

习《君 主 专 制 加 强 的 影 响》这 一 历 史 课 程 的 过 程 当 中 ，教 师

通 过 微 课 教 学，引 入《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这 一 课 程 的 主 要 概

念， 利用 多 媒 体 教 学 资 源 来 向 学 生 展 示 清 朝 疆 域 的 相 关 版

图分布，对相关内 容 进 行 分 析，让 学 生 可 以 更 加 了 解 统 一 多

民族国家 的 发 展， 以 此 来 不 断 地 对 学 生 的 历 史 学 习 进 行 引

导，更加促进学生 积 极 学 习 历 史 知 识 内 容，充 分 调 动 了 学 生

学习的积极性与合作交流的综合能力。
三、微课教学实现高中历史知识点的把握与突破性

对于高中历史课程教学微课视频的制作， 首先教师应当

不断地对自身的微课视频制作能力进行训练提升， 对于微课

视频的录制， 可以经由 PPT 形式以及录屏软件等相关程序，
完成自由化的组合使用。保证微课视频的整体画面清晰程度，
增强微课视频表现的整体美观感，增强微课的知识含量，加强

动静结合。 再者，对于高中历史课堂微课视频的制作，教师更

应该重视将高中历史课程的相关知识点涵盖其中， 从而更好

地达到对于历史课程开展的辅助性教学成效。 对于历史课程

的选题应当更加简洁明了， 比如在进行鸦片战争相关知识点

的教学时，微课视频应当重点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整体原因，
逐一解决问题的难点。 并且对于视频的制作排版也一定要保

证相应的规范层次感， 让学生可以基于微课来认识历史知识

点的变更顺序，使得知识点的掌握不会顺序颠倒，实现高中历

史知识点的把握与突破性。
总之，要有效利用高中历史课堂的资源，而微课教学形式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学生在

历史学习当中的主体位置，使得教学更有针对性。使用微课教

学资源时，应当充分地考虑教学的整体目标，微课中的内容要

体现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 科学规范地对微课

视频进行设计，考虑整体美观的视觉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自主性，不断地引导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理解记忆，提升

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整体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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