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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educational landscape, and integrating technology with teaching can 
help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can stimulate interest, increase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zation, explore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review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alyz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model, and emphasizes the authenticity, fun, and 
connection with life of the situation.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helps students master knowledge, enhance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but it needs to balance technolog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to ensure situational authenticity. Teachers 
can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reate real and interesting situations, stimulate student interest, cultiva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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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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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研究信息化背景下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的应用。信息技术改变了教育格局，融合技术与教学有助于提高
教学质量。情境教学法能激发兴趣，提高参与度，促进认知与情感体验。本研究结合信息化特点，探讨应用策略，回顾理
论基础，分析优劣，构建整合模型，强调情境的真实性、趣味性及与生活的联系。实践表明，情境教学法助学生掌握知
识，提升兴趣和参与度，但须平衡技术与自主学习，确保情境真实性。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真实、有趣情境，激发学
生兴趣，培养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本研究为初中历史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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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各领域带来深刻变

革，教育信息化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资源获取与教学

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成为焦点。情

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受重视，强调实际或模拟情境中

教学，帮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历史，提升理解与掌握。本研

究旨在探讨信息化背景下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

应用，提供有效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与积极性，促进全

面发展。同时，情境教学法有助于实现新课程改革目标，提

高历史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情境教学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历

史素养和综合能力，以及实现教育公平和个性化发展等方

面。通过创设生动历史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提高

学习效果。同时，情境教学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和需求，促进

个性化发展。因此，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

价值和意义。本研究期望进一步探索其应用方式和效果，为

教学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2�文献综述

2.1�信息化教学的发展概况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教学逐渐成为教育

领域的主流。各国都在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以适应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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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需求。中国教育信息化已初步建立领导体制和基础设

施，教育应用初见成效。但教育信息化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如教师应用能力不足、数字资源不够丰富等。尽管如此，信

息化教学正推动教学方式的深刻变革。信息化背景下，数字

资源丰富，教学平台健全，促进了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

高了教学质量与效率。然而，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

的深度融合，仍是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

2.2�情境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情境教学法以情感和认知相互作用、认识的直观原理、

思维科学的相似原理为理论基础。其中，情感和认知相互作

用是情境教学法的核心思想。个体的情感对认知活动具有动

力、强化、调节等功能，而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具有情感色

彩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推动学生认知活

动的进行。

此外，情境教学法的直观原理强调利用形象化的教学

手段，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形象，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而相似原理则指出事物之间的同一

性，通过类比和联想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起知识之间的联

系，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1]。

2.3�情境教学法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实例
情境教学法在多个学科中有广泛应用，效果显著。在

语文阅读中，此法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情感和意境，提

升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能力。在数学教学中，情境教学法通

过引入实际问题或生活情境，帮助学生建立数学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激发学习兴趣。在科学实验中，此法让学生亲自实

践，掌握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历史

教学中，情境教学法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

生在模拟情境中学习历史知识，加深理解和认识。

3�理论框架搭建

3.1�情境教学法的原则与特点
情境教学法在历史教学中注重知识情境化，让学生直

观理解历史。同时，它强调学生主体性，通过模拟、角色扮

演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历史，加深感知和认识。情境教学

法还通过感染力强的历史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加深记忆

与理解。其特点包括真实性，使学生仿佛置身历史中；趣味

性，通过生动情境激发学习兴趣；交互性，鼓励学生互动合

作，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2]。

3.2�情境教学法与信息技术的理论整合模型
在信息化背景下，情境教学法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至关

重要。信息技术为情境教学法的实施提供了更多资源和方

式。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和网络资源获取丰富

的教学素材，丰富历史情境的创设。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和

在线学习平台等技术创新了情境教学法的实施形式，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体验。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情境教学法与信

息技术的整合模型。该模型包括设计情境、整合教学资源、

创设情境、互动探究以及反思评价等环节。通过这些环节，

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实施情境教学法，提升教学效

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4�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学环境构建

4.1�技术支持的历史课堂环境
在信息化背景下，技术支持的历史课堂环境对情境教

学法的实施至关重要。多媒体设备如投影仪、音响和电脑等，

能呈现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形式的历史知识，直观展示历史

事件、人物和文化。交互式学习工具如电子白板和触控屏，

则增加学生互动机会，促进合作学习。虽然虚拟现实技术在

教育应用上尚处探索阶段，但其在历史课堂情境创设中的潜

力巨大，有助于学生深入体验历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技术支持的历史课堂环境将进一步提升历史教学的效果 [3]。

4.2�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在信息化背景下，技术支持的历史课堂环境对情境教

学法的实施至关重要。多媒体设备如投影仪、音响和电脑等，

能呈现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形式的历史知识，直观展示历史

事件、人物和文化。交互式学习工具如电子白板和触控屏，

则增加学生互动机会，促进合作学习。虽然虚拟现实技术在

教育应用上尚处探索阶段，但其在历史课堂情境创设中的潜

力巨大，有助于学生深入体验历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技术支持的历史课堂环境将进一步提升历史教学的效果。

5�情境教学法在历史课程中的设计原则

5.1�教学内容与情境选择
在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中，教学内容与情境选择是相辅

相成的两个环节。第一，教学内容应当具备历史真实性、逻

辑性和趣味性，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第二，情境选

择应紧密围绕教学内容展开，既要符合历史背景，又要能够

生动形象地呈现历史场景，使学生仿佛置身于其中，增强学

习体验。

在选择情境时，教师应注重情境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真实性是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只有真实的情境才能引起学生

的共鸣，激发其学习动力。可操作性则是指情境应当便于学

生在课堂上进行实际操作和互动，从而使其在亲身参与中深

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例如，在讲述“抗日战争”这一历史阶段时，教师可

以选择“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作为教学情境。通过模拟抗日

根据地的生存环境，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当时的生

活状态，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抗日战争的艰辛和伟大。这种

情境选择既符合历史背景，又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其在

参与中深刻领会历史知识 [4]。

5.2�认知发展与情感体验的设计创造
情境教学法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和情感体验。

因此，在设计创造情境时，教师应注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情

感体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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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情境设计应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初中生

正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因此，情境设计应

尽可能地直观、形象，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知识。同

时，情境设计还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望和思维能力。

第二，情境设计应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历史学科不

仅是一门知识学科，更是一门情感学科。因此，在情境教学

中，教师应通过创设情感丰富的历史情境，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感、民族精神等积极情感，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

命感。

例如，在讲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时，教师可

以设计一场模拟辩论赛，让学生扮演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

就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行辩论。这样的情境设计既能锻炼

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又能使其在辩论中深入理解和体会辛

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从而达到认知发展和情感体验的

双重目标。

总之，情境教学法在历史课程中的应用需要注重教学

内容与情境选择的紧密结合，以及认知发展与情感体验的设

计创造。通过科学合理地设计情境教学活动，教师可以有效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

和效果 [5]。

6�案例分析与应用实践

6.1�情境教学法的教学案例展示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可以显著增强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以下是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展

示了情境教学法在“秦朝统一六国”这一主题中的应用。

教师首先通过多媒体设备展示了一系列关于秦朝时期

的图片和视频，包括秦始皇的肖像、秦朝的宫殿、军队以及

长城的修建等。这些生动的视觉资料立即吸引了学生的注意

力，并引导他们进入了秦朝的历史情境。

接着，教师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活动。学生们分组

扮演秦朝时期的不同角色，如秦始皇、大臣、士兵和普通百

姓等。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背景故事，需要通过相互

交流和合作来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深入了

解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还通过亲身体

验感受到了秦朝时期的生活氛围。

在角色扮演活动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总

结。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他们对秦朝

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感受到了历史的

魅力和趣味。

通过这个教学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情境教学法在初中

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度，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历史知

识。同时，情境教学法还能够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能力的发展，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6.2�应用效果与挑战分析
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首先，通过创设情境和角色扮演等方式，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

识，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主动探索和思考历史

问题。

其次，情境教学法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历史知识和历

史事件的内在联系。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学生能够

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

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然而，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教

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和创设情境。这需要教

师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教育技能，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来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和素材。

其次，情境教学法的应用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然而，由于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有些学生可

能无法完全投入到情境中来，或者无法充分理解情境中的历

史事件和人物。因此，教师需要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

求，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以确保情境教学法的有效

实施。

最后，情境教学法的应用还需要考虑到教学资源和环

境的限制。例如，一些学校可能缺乏必要的多媒体设备和网

络资源，或者教学空间有限，无法容纳大型的角色扮演等活

动。因此，在应用情境教学法时，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

况，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7�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信息化背景下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

学中的应用。通过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搭建等环节，深入分

析了情境教学法的实际应用效果及其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方

式。本研究为初中历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丰富了

教学方法与理论。对于教师，建议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造多

元化历史情境，引导学生进入历史现场；设计情境时，注重

与学生生活联系，激发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历史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未来研究可拓展情境教学法的应用领域，加强与其

他教学方法的融合，关注新技术在情境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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