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历史辛亥革命教学反思(大
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八年级历史辛亥革命教学反思篇一

前不久，我在本校初二年级上了一节公开课“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在中国历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
次尝试，对于中学历史教师来说，它是一堂内容多、杂、难，
比较棘手的课。《有效课堂教学》指出：实现学习方式和教
学方式转变的创新理论，就是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教学中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积极启发学生，让学
生带着问题去学，培养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发
挥学生潜能和聪明才智为了引发学生积极思考，教师要以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出发点设计问题。

在本课中我力图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突现
活的'历史，旨在诱导学生了解历史、探究历史、反思历史，
特别重视情感和价值观教育。课前，对教材内容进行了反思
和整合，构建更加科学严谨的知识体系；在教法设计上，采
取学生自主探索、师生互动探讨等开放式教法，引导学生自
主探索知识并尝试研究性学习。课后的实际效果基本上达到
了三维目标的要求。

授课中存在的不足：

第一，学生的思维拓展不够，如：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讨
论还不够充分；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比较抽象，学生反映不
容易理解。现在想来，在课堂上应该不断开展对话，开发课



程资源，实实在在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找准切入点，
激发学生兴趣，激励学生反思，而不是教师越俎代庖，替学
生思考。

第二，设计问题要贴近学生的实际思维。一个问题的设计，
是解决教学问题的前提，也是进行教学研究的核心。在设计
问题时，首先，要展示问题背景，产生认知冲突。其次，要
注意结合学生的实际经验，因为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必然
受到其原有经验的制约和影响，学生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
背景才能积极主动地理解教育内容。在教学中我要努力研究
学生边缘思维区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学生自我
学习的能力。

八年级历史辛亥革命教学反思篇二

1、初二学生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但也有抽象思维的要求，
知识面狭窄，个性突出，要顺应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对学生的积极思维予以肯定，巧妙
引导，激发学生敢想敢说爱说的欲望，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
心。

2、本课教学主要注重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着眼于学生学习
方法，学习思维，学习习惯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力图
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实现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向自主，
合作，探究式学习的转变。

3、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尊重教材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学结
构。以孙中山为主线，贯穿全课，突出孙中山的任务形象，
同时又使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功绩更加清晰。
尊重历史，求真求善。合理使用课程资源，注重多种教学手
段和方法的运用。重视师生互动，与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4、教学时利用多媒体播放国庆阅兵式片段创设情景，激发学
生的兴趣，为学生探究式学习提供契机;在了解辛亥革命的背
景时，学生在小组间交流，引导学生学会读书，学会归纳;在
对三民主义的分析中，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在对辛亥革命
的历史意义的分析中，通过材料教会学生分结合资料分析历
史事件的方法，通过小组间的交流讨论，培养团队意识，以
达到互相启迪，相互帮助的目的，同时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
高。

5、在课堂的延伸中，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以及
启示的认识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具体史实有较
深层次的认识。通过谈课后收获，使学生认识到历史不是孤
立地存在于过去，而可以为我所用，从而树立为民族强大，
为祖国发展而努力学习的人生理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但是，在教学设计中和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有
的问题设置不一定恰当，引导方式也有待改进，学生参与的
空间不够大，教师讲的过多。另外，本课内容头绪众多，一
节课内既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培养能力，又要实现教学目标
显得有些仓促，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

八年级历史辛亥革命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教学是经过了充分准备的，最初的目的是想探索新课程
背景下课堂教学的新模式，备课过程中，发现这个目的太大
了，于是进行了修正;重在探索新课程基本理念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落实的具体方法与注重事项，同题授课之后，经过同事
们的指正，我颇有些收获，现总结如下：

一、尊重新教材，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这一点对于在规定学
时不能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师来说非常重要。根据课标，新的
高中历史课程，与初中课程有“衔接”，但 “避免简单重
复”，强调“遵循高中历史教学规律”和内容选择上的“基



础性、时代性”。无视于此，想在新教材中融入旧教材的知
识体系，势必完不成教学任务，而且还会违背新课程的基本
理念。本课的课标要求是，“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
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据此，
我确定的知识体系也分为两部分即“过程”与“认识”。

二、尊重历史，求真求善，合理组织使用课程资源。历史会
因教材转述而部分失真，如本课下面一句：“以孙中山为首
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立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决心推翻清王
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此，一，孙中山最初
并不追求共和;二、革命团体光复会只反清并不追求共和;三、
反清与狭隘反满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我引入了孙杨之
争，兴中会，光复会的入会誓词，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并
在比较中让学生感受到共和革命的复杂性。教材不是全部，
教师才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对资源的整合水平才是真
正的课程质量标志。

三、尊重学生，正确处理课堂教学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新
教学观认为，对于给定的内容，师生都有其自身的理解，教
学就是这种“个性化理解”的交流及其后对给定内容的再理
解。对教师来说，首先要界定“给定的内容”并加以整合，
然后呈现给学生(此点上文已述);其次，关注课堂上学生的反
应，并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整，以促成课堂上精彩的生成!本课
教学中，我对教材文本的独特理解在于：辛亥革命的过程，
其实是共和从理想到现实，从少数人的追求到“深入人心”
的过程，同时此过程又是革命与立宪，反清与共和交互作用
的过程。据此我把整合的资源呈现给学生，这就是预设。从
学生的角度看，面临的“给定内容”包括教材和教师出示的
相关资料。用教材解析资料，或用资料加深对教材，甚至是
课标的深层理解。是学生课堂学习必须注意的两方面，这就
是生成。本课教学中，学生正确比较兴中会，光复会，同盟
会宗旨等的过程，即是生成过程的重要方面。

以上三点，是我个人认为较成功之处，也可能是同事们一致



肯定的“符合课改方向”的体现。以下再谈几点不足。

一是知识体系的板书要更具体些。

二是要进一步转变史学观念，加强历史学科修养。

三是要把握知识与能力的深浅度。

1、初二学生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但也有抽象思维的要求，
知识面狭窄，个性突出，要顺应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对学生的积极思维予以肯定，巧妙
引导，激发学生敢想敢说爱说的欲望，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
心。

2、本课教学主要注重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着眼于学生学习
方法，学习思维，学习习惯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力图
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实现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向自主，
合作，探究式学习的转变。

3、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尊重教材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学结
构。以孙中山为主线，贯穿全课，突出孙中山的任务形象，
同时又使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功绩更加清晰。
尊重历史，求真求善。合理使用课程资源，注重多种教学手
段和方法的运用。重视师生互动，与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4、教学时利用多媒体播放国庆阅兵式片段创设情景，激发学
生的兴趣，为学生探究式学习提供契机;在了解辛亥革命的背
景时，学生在小组间交流，引导学生学会读书，学会归纳;在
对三民主义的分析中，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在对辛亥革命
的历史意义的分析中，通过材料教会学生分结合资料分析历
史事件的方法，通过小组间的交流讨论，培养团队意识，以
达到互相启迪，相互帮助的目的，同时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
高。



5、在课堂的延伸中，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以及
启示的认识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具体史实有较
深层次的认识。通过谈课后收获，使学生认识到历史不是孤
立地存在于过去，而可以为我所用，从而树立为民族强大，
为祖国发展而努力学习的人生理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但是，在教学设计中和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有
的问题设置不一定恰当，引导方式也有待改进，学生参与的
空间不够大，教师讲的过多。另外，本课内容头绪众多，一
节课内既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培养能力，又要实现教学目标
显得有些仓促，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

八年级历史辛亥革命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反思是以教学水平的提高为其归宿的，让教师自觉承担
起学习和潜力提高的职责，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权。在
实际教学工作中我们只有运用头脑真正地反思，才会有我们
教师自身的发展，才会有学生的发展。透过我这段时间的历
史教学实践，结合教学反思，使我真正的体会到反思对一个
教师成长的重要性。

教师在上每节课时，都会有自己的感受，或愉悦、或平淡、
或痛苦、或气愤，在这不同的情绪中，往往蕴藏着宝贵的经
验教训。有一次，我在上完历史课后，感觉十分惬意与喜悦，
因为平时上课不听讲、很爱说话的两位同学居然在那节课上
从始至终持续用心状态，之后，我仔细回忆每个细节，不禁
豁然开朗：课前，我走进教室，对学生说：“哪位同学帮老
师把图片准备好？”这两位同学就不约而同主动去做了，我
在课上对她们热爱劳动和乐于助人进行了表扬，学生报以鼓
励的掌声。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被肯定的自豪感，那堂课上的
表现与以往也就大相径庭了：潜心贯注的听讲，争先恐后的
发言，面红耳赤的讨论。针对他们的变化课堂上共响起5次掌
声，它缓解课堂的紧张气氛，就象润滑剂一样，使枯燥的知



识变得搞笑，使学生感觉象做游戏一样，在愉快中获得了知
识。寻找闪光点真诚赞美、赏识激励，这一条作为宝贵的工
作经验被我收入行囊，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运用，成效很大。

有一次，在课上，我有意识地贯彻新课标，上了一节以“讨
论”和“学生编演课本剧”为主线的历史课。课前，由于我
做了充分的备课和精心的课堂设计，所以我满怀信心地走进
了课堂，谁知那堂课上得乱七八糟，课堂秩序混乱不堪，课
本剧的节目还没上演就草草收场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得不请
教几位同学，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分组讨论可有学问了。
首先，你得选一个有威信、有震撼力的组长；其次，不能自
由结组，平时混得不错的哥们儿姐们儿坐在一齐，可不就只
剩下谈天说地了！”我恍然大悟，此后，在课堂组织的问题
上，我更加注意细节问题，把课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
想周全我想，我的这一进步，不得不归功于课堂反思的驱动
力。

透过课堂实践，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反思对课堂教学的反馈
指导，对教师成长至关重要。经验+反思=成长。用心参与教
学科研，在工作中勇于探索创新，在行动和研究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反思水平，做一个“反思型”“研究型”的教师。

八年级历史辛亥革命教学反思篇五

上半学期主要学习中国近代史，线索明确，但内容较多，容
易混淆，且知识点难度大，具有一定深度。因此，在教学中
我主要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一是看地图，学历史(识图学史法)。通过看地图，将比较空
洞的历史事件还原于具有空间立体感的历史真貌中。

二是列表格。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
三大条约几乎都有赔款、割地、开设通商口岸，学生很容易
混淆。我指导学生将每个条约都制成表格，使知识在轻松的



学习中被记得更牢。

三是运用多媒体教学，通过直观、形象的教学，激发学生上
历史课的兴趣。

四是开展探究性学习。比如绘制“战争前期清朝疆域图”、
开展社区历史小调查等活动，培养学生能够寻求多种途径获
取知识的学习能力了和学习方法，拓宽历史课程的情感教育
功能。

从这次期中测试的成绩来看，学生总体上考得比较正常，班
与班之间的差距不大，不及格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八年级的
学生基础较差，这是所有任课老师的共识。学生的学习态度、
审题能力、学科知识的渗透融合的能力以及书写表达能力均
与八年级学生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同时，学生仍未重视历
史这门学科，仍然抱着学不学无所谓的态度。学生现状如此，
过多的埋怨责怪都无济于事，只有在今后的教学中，针对现
状，不断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探讨教法，以提高教学质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