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教学反思提高历史课堂
教学效果的方法分析

———以《自由主义下的启蒙》公开课为例

余 静

摘 要: 文章以《自由主义下的启蒙运动》公开课为例展开分析，对公开课教学的内容、过程、方法、角度四个
方面进行反思，提出以教学设计捕捉课程亮点、以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活跃教学过程、以不断反思持续促进教学工
作提高历史课教学效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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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开课教学情况分析
公开课以自由为主题，讲述了自由主义引领下

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及影响，明确启蒙运动是启
蒙思想家以理性为核心，追逐光明，驱散现实黑暗的
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 一) 课程导入
本课分别以英语和法语“启蒙运动”的读音导入

新课。讲解英语和法语的词根，让学生明白启蒙运动
是启蒙思想家追逐光明，驱散现实黑暗的一场思想解
放运动。教师带领学生迅速进入情境，引导学生思
考: 启蒙思想家追逐的光明是什么? 这样的形式，可
以让课堂上学生展开思考，并迅速明白，启蒙思想家
追逐的光明就是自由!

( 二) 启蒙运动初了解———背景分析
在课程导入结束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思想

逐渐在学生脑中萌芽，并打开了课程学习的一扇窗。
随后教师对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进行教学: 西方社会
各种条件“水到渠成”，所以启蒙思想家开始追逐自
由。学生明白背景之后，教师提出问题: 那他们追逐
的自由是什么? 学生有了自己的思考，并纷纷发言。
“追求人身自由”“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爱的自由”，
而思考后的发言，让课程更有趣。

( 三) 进一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发言
学生通过对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三个思想家

主张的对比，在思考、讨论、发言中，立刻发现了他们
的共同之处: 向往自由、追逐自由并提供保障自由的
方案。而教师在听完学生的发言之后，进行总结: 自
由主义思想是构筑启蒙运动的思想大厦的重要基石。
“自由”是最核心的价值，所以法律的制定、政体的确
立、价值观的推广……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为实现
“自由”而服务的。

( 四) 总结———启蒙运动的影响
教师通过展示五则材料，将学生分为四个小组进

行讨论，总结启蒙运动的影响。学生在讨论中学习，
在发言中总结，在各小组发言结束之后，教师来整体
总结，并分别点评小组发言情况。最终学生得出了启
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宗教、对外、思想等五个方面的

重要影响，本次课堂的重点内容在学生思考和谈论中
完成教学。

在完成课堂内容教学后，教师通过提问提升学习
效果，如，探究课后习题: 自由主义下的自由是绝对自
由吗? 为何制定法律，确立政体等保障自由? 这说明
什么? 最后将启蒙运动的核心: 理性主义引入学生思
考范畴。
二、基于公开课的教学反思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当积极从教学的内容、过
程、方法、角度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从而有效提高历史
课堂效果。

( 一) 教学内容
“启蒙运动”是必修三人文主义专题的第三课，

课程标准对本课的要求是: 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
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
义思想的发展。本专题以“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为
线索，对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梳理。从内
容安排看，本课承接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描
绘了民主世界的政治蓝图，丰富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的
内涵，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 人生而自由并且思想
是自由的。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但对高二的学生
来说，“理性”非常抽象的，他们难以理解。如何转化
教学内容，将“理性”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的内容，是
教学内容设计的重点。

( 二) 教学过程
本课承接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因此，

在新课导入上，要采用复习法，用学生更为熟知的知
识引出新课程，这种方式在较为晦涩的教学内容上极
为适用，明显地提高了学生的可接受性。而在情景创
设上，以学生朗读材料的方式，增强了教学的代入感，
学生纷纷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说出观点，以史推人，
在学习的过程中愉悦性明显增强。但是，学生积极性
的调动就需要教师极强的课堂把控力。

( 三) 教学方法
在授课中，讲授与讨论相结合法、教学互换法、练

习法、情境创设法等教学方式在本节课中得到了恰到
好处的运用，特别是情境创设法。在借用信息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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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创设历史情境，让朗读者带着学生感悟历
史，能够改变以往历史课死读硬记的情况。教学方法
的使用应该考虑每个课程的特点，不能照搬硬套，否
则无法真正满足学生需要。

( 四) 教学角度
对教学进行反思是十分重要的，教师不能将自己

的教学限制在自设范围，反思对于提升教学效果是具
有重要作用的。

1． 从学生角度进行教学反思
学生是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学生对于教学

的评价是最为直接、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教师
在提升教学效果时至关重要的就是要从学生处了解
教学的优缺点。

2． 从自我角度进行教学反思
教师要反思自身的所言、所行、所想，不断地超越

自我，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增强使命感和责任
感。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育目标，需要理性科
学的态度和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在此基础上建
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体系，自然要对自身的行为和
习惯进行审视，并保持良好的习惯。每一位优秀的教
师必然有一套自己的优秀教学方式，而这方式必是建
立在自我不断反思基础之上的。

3． 从同事角度进行教学反思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课后，笔者听取了同

事们的意见，发现了多个问题。
( 1) 课件制作过于简单，不够丰富。
( 2) 在学生思考发言的过程中，听取的学生人数

较少，可以多给 学 生 发 言 的 机 会，更 好 地 提 升 教 学
效果。

( 3) 教学重点的提醒不足，在教学中没有突出重
点内容。
三、提升历史教学效果之我见

历史教学有其具体性，也有抽象性。因此，在多
数的学生眼中，历史学习是枯燥乏味的，这就需要教
师通过培养学生对历史学习兴趣，这样才能在看似枯
燥的历史学习中找到乐趣。

( 一) 以教学设计捕捉课程亮点
目前在历史教学中，教学设计常常被教师忽略，

教师以过往的经验进行教学，没有从学生的角度与时
俱进地进行教学设计，进而开展教学工作。这样，学
生的接受性可想而知，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历史的教学是极为需要教学设计的，如何能够做
好教学设计呢? 这不仅需要教师发挥自我的创造力，
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要根据学生特点，制定适宜学生
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要有指导性，要以指导学生学习、服务
学生为目的，不能将教学设计仅仅作为完成教学任
务。因此，教学设计应当将教学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作为最终的目标，这样的教学设计必将在每一次教学
中发挥大作用。

( 二) 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
在历史教学中常有一种误区，就是历史教学没有

什么好让学生谈论的。而这样的误区常常会造成历
史教学采用“填鸭式”的死记硬背方式，学生的学习

成绩反而不高。在历史课堂上，可以从拓展历史小故
事、测试材料融入讨论、创设情境，身临其境等几个方
面来引导学生，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之中。

( 三) 以不断反思促进教学工作
教学反思，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最为直接的方

式。教师在每一次的教学中进行反思，不断地改进方
式，能够提高教学效果。

在教学前，教师要熟悉掌握课程的内容，可以在
对上一节课程反思基础上，再针对已经进行的教学设
计，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可能遇到的问题。

教学中，教师要将更多的主动权交到学生之手，
但教师要有应变的能力，根据学生的现场反应情况，
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引导把控全局，从而提高
教学效果。

教学后，教师要全面的回想课堂情况，总结经验
和不足之处，并进行改正。更为重要的是听取学生的
反馈，询问学生对课程的了解以及接受情况，听取学
生的意见，从而使学生更愿意与教师交流，这对于以
后教学改进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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