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实用8篇)
教师总结是对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与评估
的过程，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教学工作。小编为大家整理
了一些考试总结的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做什么事情，兴趣是关键。有
了兴趣，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取得好的
成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首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此
文转于]的学习兴趣。

巧设导言，激发兴趣

创设历史情景，提高兴趣。

引导学生走入历史，创设特定的课堂氛围，再现历史情境。
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表演历史小话剧，使
学生深入历史情境，培养其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可
巧妙运用历史故事，激发学生兴趣。巧妙的历史故事不仅能
活跃课堂氛围，而且还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习很多的
历史知识和人生哲理。

以生为本，体验乐趣。

课堂教学中要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在教学
中，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能动性，让他们在课堂探究提
问、独立思考、质疑问难。相互合作、相互讨论、共同解决
问题。让学生在课堂中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
体[内容来于斐-斐_课-件_园]验成功中培养学生[此文转于]
学习历史的兴趣。课堂活动中，对每一个善于展示自我的学
生，或能参与的学生，不管结果如何，都要从他们闪光的地



方加以表扬，这样长此以往，使学生学习历史处处有自信、
处处有喜悦，体验到学习历史的乐趣。

采用直观教学手段

首先要利用好课本插图。利用好课本插图不仅可以充实课本
内容，使教学形象直观，而且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生求知欲。充分利于多媒体教学，我
们可以利用多媒体图、文、声、像并存的优点，刺激学生的
听觉、视觉，能给学生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使学生有身临
其境之感，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有血有
肉，而且能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
趣。活跃课堂气氛，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注重历史和现实的联系

历史与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反思过去，是为了明天的更美
好，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
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正是吸取隋亡
的教训，开创了贞观之治。因此作为历史教师一定要将将课
本历史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及时抓住历史教学与现实
联系的契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培养学生的
兴趣，让历史课堂不断响起笑声，才是真正的有效教学。

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二

1898年强租新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
（日本战败后仍归英）；20世纪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
洗刷了民族耻辱。这样对香港问题就一目了然。鉴古察今，
学史明理。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香港在近代失去了，在现代却收回
了，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在建国初又没有能够收回呢？



既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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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三

师：不仅牧区的自然环境牧业生产生活的关系是这样的，其
他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的'关系也是如此。

师：自然环境决定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决定生活方式，自然
环境也决定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适应生产活动，生产活动
适应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也适应了生产活动。

师：请同学们抓紧时间完成课堂检测，活学活用。

师：课堂反馈。

板书：

启示：因此发展生产应该坚持因地制宜理念，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教后感：

磨砺与提炼

依据课标2—5，我选择了《一方牧区养一方人》的课堂教学。
本课以“天山牧场”和“内蒙古牧区”为典型事例，引导学
生认识我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人们社会
生活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人地关系方面的主要问
题。整堂课下来，收获很多，既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增强自
信心：又找到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找到提升的新空间。

优势：

1、在教材处理上，选取内容突出典型性、差异性、可比性，
能够较好地反映自然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在教学内容选
取上，师傅们给予了多次的指导，再一次感受到集体智慧力
量的强大，也体现到了虚心好学的好处。

2、在教学素材中，运用图片、视频及文字等信息，通过反复
强化，突出教学的重点，巧妙地突破了教学的难点。深深地
体会到教学素材选材的重要性及运用教学素材方法的重要性。

3、在教学过程中，知识的内在逻辑性处理较为严密，能够较
好地做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立足于学情，以探究式教学
为主，通过创设情境等形式，多角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4、在学法指导上，注重培养学生初步运用比较法的意识与能
力，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知识归纳，梳理知识的内在逻辑，较
好地培养了学生归纳综合的能力。

5、在板书设计上，板书呈现突出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较好
地紧扣本课的教学中心。板书呈现突出“从特殊到一般”，
引导学生能够初步运用类似的推理方法，达到“学以致用，



举一反三”。

不足之处：

1、教学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语调较为单一，不够抑扬顿
挫。

2、教学环节之间的衔接方面有待提高，不够自然巧妙。

3、学生关注面有待提高，应当进一步扩大学生关注面。

4、激发学生“发问”的能力有待提升，自身的问题设计需要
进一步“精细化”，提高问题的针对性、实效性、典型性。

总体而言，非常感谢一直帮助我的老师们，尤其是王老师对
我的“指导”及师傅们对我的细心指导，不仅有助于提高自
身的业务水平，亦有助于改进自身的做人处事方法。

今后，一定会再接再厉，虚心学习，刻苦钻研，苦练基本功，
提高自身素养。

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四

1.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的过程，认识民主与专制斗争的
复杂性和曲折性。

2.识记《权利法案》的内容，理解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3.理解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及运作。

环节一：导入阅读一则新闻，思考:

首相在英国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与议会的关系?在英国掌握
大权的还是女王吗?



环节二：探究问题一:英国君主立宪制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确
立起来的?(板书)

政治前提：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问：为什么叫光荣革命，
其实质是什么?)

历史传统：英国早期的议会传统。

思想基础：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探究问题二: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如何确立的?(板书)

小组讨论：对比前后两个国王的权力不同。

2.1832年议会改革：上下议院的早期组成?议会改革的原因?
议会改革的结果?

3.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和政党制的发展：内阁的由来：

责任内阁的形成：(举手回答;小组讨论：梅姨上台的步骤)

内阁与首相议会的关系：(小组讨论，逐条回答)责任内阁关
系图

(补充总结)：为了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资产阶级政党展开激
烈竞争，议会政党制度逐渐形成和发展。

阅读历史纵横，总结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板书)(举手回答)

思考：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作用及影响(举手回答)

环节三：本课小结(提纲和关系图)

环节四：课堂练习环节五：布置作业



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五

力，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运用能力和解题技巧，使学生具
备较强的应试素质。

备课--从学生实际出发，注重实效；落实考点，深挖教材；
联系热点，研究动态。

方法--以学生为主体，以启发思维为主导。双边互动，练讲
结合，问答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参与积极性。

二、教学过程及效果：

教学内容始终围绕教学目标，注意创设教学情境，激发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对教材的处理，依托教材，打破章节顺序，
突出重点、难点，帮助学生理清基础知识，构建知识体系，
注意挖掘教材中蕴藏的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因素。

（一）成功之处：

1、重视基础，强调知识的整体，突出主干知识、重点知识，
活化历史知识，切准发展脉络、把握时代特征，提升了能力，
拓展了思维。

2、突出体现了历史教学的教育功能，关注热点，延伸历史的
发展性，以史为鉴，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如把台湾问题、
和谐社会、民族问题等学生们比较关心和感兴趣的热点问题
和学习历史知识结合起来，自觉认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民族之间应和谐发展，改革是促进国家强盛的手段，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此引导学生观察社会，了解生活，
让历史为现实服务，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注身边生活
中的现实问题，激发学生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
责任感，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其个性健康发展。



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六

1、掌握《南京条约》及其附件。

2、使学生认识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
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重难点

1、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主要内容是重点。

2、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一些专有名词的理解和把握是
难点。

三、教学过程

导入：利用“洋火”等日常词汇，引起学生的注意。分析中
国社会如何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科技。

鸦片战争的原因：

直接原因:林则徐虎门硝烟引起英国不满

根本原因:英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倾销产品,掠夺原料,把中
国沦为其殖民地

鸦片战争过程：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广东战事;所谓《穿鼻草
约》;英军强占香港岛)

2、1841、1-1841、5(广东战事;《广州和约》;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厦门、浙东、长江战事)



战争失败原因：

1、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
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
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
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
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2、统治集团昏庸_。“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
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
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
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_所致，也是清政府_的具体表现。正是
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
和发挥出来。

南京条约的内容：

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

2.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
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
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
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_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
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
利息5银元。中国向英国共赔偿二千一百万西班牙银元(一个
赔款以“银元”为单位的不平等条约)。

4.割地。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
屿。



5.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
由贸易。

南京条约影响：

社会性质的变化。条约签订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
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条约签订后，中国领
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
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
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
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
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
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3、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民
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
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四、板书设计

第二节鸦片战争的影响

一、中英《南京条约》

1.中英《南京条约》

2.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二、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三、鸦片战争的影响



1.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2.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3.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历史教学设计反思总结篇七

在多年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我发现初中生对历史课存在着严
重的厌学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认为历史知
识容易掌握，只要看书就可了解，用不着听讲，要考高分只
要死记硬背即可。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方法根
本不可能把历史学好。我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
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自然就不会厌学。

一、运用历史故事激发学生的兴趣

讲课生动，课堂气氛活跃，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
学习兴趣。在历史课上，讲解生动的历史故事恰好能做到这
点。如讲商朝历史时结合《封神榜》的'故事讲，同学听的津
津有味，下课了同学们还意犹未尽。还可提供学生熟悉的历
史故事，让学生自己讲解，培养学生的演讲能力，扩大学生
的知识面。

二、对历史人物串联讲解

如讲韩非时，提到其惨遭陷害的情况，谁害死韩非？是他的
嫉贤妒能的同学李斯；谁害死李斯？是历史上著名的巨奸赵
高；谁杀死了赵高呢？是秦王子婴；谁杀死子婴呢？是霸王
项羽；项羽结局如何呢……这样一个引出一个，学生自然听
得专注入迷。

三、比较分析法



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是常用的一种方法，但大多
简单雷同，学生听起来感到枯燥乏味。如果有所延伸效果就
大大不同，例如，将郑和、哥伦布进行比较，无论在航行的
时间、规模、次数上，郑和都要超过哥伦布，但为什么哥伦
布比郑和的影响更大呢？郑和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朝贡贸易违
背了经济规律，给明政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哥伦布
的远航引起了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
要来源，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
到来。

四、从人性角度讲述历史人物

历史的一些偶然的、主观的因素往往可以改变它应该有的模
样。如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这一历史现
象的解释，其中，固然是由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力，
但孙中山个人的因素在这里占几分？事实上，当时孙中山虽
然对袁世凯不放心，但他对袁世凯还是寄予了很大希望；而
且孙中山一生诚信、善良、淡泊名利，“他没有一丝一毫的
中国官僚的权利欲，他完全是带着对天下难民的博爱而担当
起政治使命的”。以孙中山的个性和品格，为了“民主共
和”的尽早实现，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仅两个月就辞去临时大
总统的职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当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方法多种多样，只要运用得恰
当，都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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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堂课最先是放在五班上的'，学生事先没有丝毫的准备，
当我宣布就革命派、保皇派的观点进行论战时，学生立刻来
了兴致。我马上指定左边两组为正方（革命派），右边两组
为反方（保皇派）。辩论程序是先由正方代表阐述自己的观
点，接着反方代表反驳正方的观点，然后，正方就对方的观
点进行反驳，最后是教师总结。



由于五班的同学准备得不充分，而我自己对这方面的东西也
很生疏，所以在五班的这个小型辩论不是很令我满意，不过，
学生的兴趣是得到提高了。

六班是一个很活跃的班级，有几个学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
辩论过程中不时碰出思想的火花。然，美中不足的是，秩序
有点混乱，有几个调皮的学生竟起哄，扔矿泉水瓶。

七班、八班是第二天才上的。因此，我及时总结经验，前一
天晚上即去教室通知学生次日将辩论，让他们提前去准备。
同时，让一名学生抽签决定辩题，以便他们能有的放矢。同
时，第二天，上课时，宣布了课堂纪律。结果，效果很不错。

在同学的要求下，不久，我又进行了一个辩论课，这一次的
辩题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反方）、辛亥革命胜利了（正
方）。同时，给予学生以充分时间准备，并且，还选出了主
持人、记时员、记分员。这次辩论比以前成熟了些。然而，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女生占多数的八班在辩论时几乎只有几
个女生在辩，男生参与率不高。因此，我在想，如果下一次
搞辩论，让他们男生一组，女生一组，给男生压力。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不久以后，高一历史老教师刘雯老师也
组织了一场辩论，她把她的九班和十班进行比赛，即每班选
四名代表，提前两星期通知并决定辩题。选一主持人，评委
由两个班产生，时间在下午第三节，地点是校多媒体教室。
事后，听刘老师讲，由于地点太小了点，坐后排的同学听得
不太清楚。她认为以后可以考虑去科学馆三楼，并且摆上话
筒。

从这件事中，我意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自己认真钻
教材、研教法同时，应多请教老教师，向他们学习好的经验，
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