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一历史教学计划中外历史纲要
教学计划 高一历史教学反思(大全5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相信许多
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高一历史教学计划中外历史纲要教学计划篇一

无处不在的精品-在2班上辛亥革命一课，讲到袁世凯篡夺革
命果实，我从课件里调出来袁世凯的人物像，学生发出了惊
讶的声音，不是一、二个人，几乎是全体学生，我便问：难
道这个袁世凯和你们想象中的袁世凯有很大的差距吗？学生
们点头，并补充：真实的袁世凯怎么哪么矮小啊？（注，我
投影的袁世凯正和一群高大的手下站在一起）难道袁世凯一
定要高大吗？我心里也在问自己，学生们为什么事会有这样
的印象呢？接着，我又补充了袁世凯脚不灵便，生有子女三
十几个。学生们好像更好奇了，顺水推舟，我引导：邓老师
讲的内容都是图书馆里《袁世凯传记》里读过来的，你们与
其下课打闹，时间花在闲话，闲心，闲思方面，还不如多读
一些历史传记呢，可以增加人文素养。学生点头称是。

也是在这节课上，我介绍了年幼的小皇帝溥仪被袁世凯逼迫
下台，可怜兮兮地淡出政治中心。学生们大多也知道末代皇
帝，但对于溥仪的经历并不清楚，我就说：学校图书馆空着
呢，里面躺着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我的后半
生》，读了这两本书，中国近代的政坛风云，名人轶事也可
以窥见个大概了。

又说到黄花岗起义中的林觉民，在屏幕上打出了《与妻书》，
我说这是感天动地的信呀，学生好奇，我便翻译给他们：意
映我妻，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与你永别了，你现在还是现



世的.一个人，而我已是地下的一个鬼了。个别学生有所触动
了，大部分还没有多大感觉，可能与我设置方式有问，如果
配上图像和哀感的音乐，再让感性化的学生朗读，是不是更
能打动人呢？思考中。另，我又介绍了《与妻书》的姊妹文：
袁枚的《祭妹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诸葛亮的《出
师表》。

扩大学生知识面，引导学生涉猎书籍，我觉得有必要。

高一历史教学计划中外历史纲要教学计划篇二

历史月考反思

一年一度的月考又结束了，在本次考试中成绩很不理想，原
因很多，为了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需要经验教训，为此就期
中考试的情况作以简单分析：

一、学生方面：

1．史实不清，是致命的弱点。

2．部分学生态度不端正。或不重视，或认为历史很好学，不
过背背而已，就是落下也能很快赶得上。

3．解题技巧的欠缺。表现在如何从四个选项中找出最佳项，
提高正确率；如何审好题，做到紧密结合题目要求作答；如
何合理安排卷面，尽量多得分等等。

4．看书不细。未能听进老师的忠言相告，一相情愿地以为这
儿不考，那儿不考，存在侥幸心理，结果遭受沉重一击。

5．不会读书。学生习惯了把一节教材从头念到尾，而较少注
意抓住历史发展的脉搏，体味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领略历
史的博大与精深。



6．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奴隶性强，不肯下工夫，主动去背
去记极性差，这是成绩不理想的最主要原因，八年级是中学
生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时期，好学生可以考90分左右，而差生
只能考20分左右，差距太大。

二、其他方面：

1.本次考试试题出的偏难，题量大涉及范围较广。

2.期中考试前时间紧，内容多，期中复习时间少，这也是考
试成绩不好的一个原因。

针对上述原因，在今后我应努力做到：

1．课堂上老师的授课对社会知识的讲解要透彻，观点要明确，
点评要到位。不能出现是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情况。

2．单元测试和课堂练习要围绕教材，难易得当，切不可脱离
学生的实际。

3．学生的课堂讨论或合作学习，课前要作深入调研，要充分
把握好这个“度”。

4．根据教学进度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教材尽可能多安排
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

5．对学生课堂听课、讨论、回答问题等的评价要客观公正，
不可盲目表扬和一味的说好。

另外对老师教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和复习方法也很重要：

1．每一节课布置给学生具体的内容，然后小组抽背，课代表
抽背，之后串联知识体系，使有个完整的历史概念。

2．统一思想，强化基础训练；摆事实，讲道理，明了历史学



习的重要性。请一些在历史学科成绩有突飞猛进的同学介绍
学习经验，明白历史成绩的提高并不是高不可攀。

3．教给学生读书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习题讲评不只是知识
的`再现，更关键的是技巧的提升；合理安排课堂，体现主体
知识，重视结构体系；重视能力的提高。

4．多搜集材料。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课上调动学生的多种感
官，使对本科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5．课下多和其他学生进行沟通，倾听学生的心声，接近学生
之间的距离，这样有助于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之，通过本次考试，我认识到自己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之处，在新的教育形式下新课程、新教材、新理念，教育、
教学的实际体验是全新的，而实践经验还相当有限，还有待
于长期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从而在今后求发展。

本次考试虽已结束，但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将加倍努
力争取期末考试

高一历史教学计划中外历史纲要教学计划篇三

这是对教师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对教师的最高要求。认真备
好每一节课，要翻阅教材、教参、教辅用书，力争做到把老
师知道最多的知识，教材中所蕴含的所有要点，知识的重点、
难点和关联点都备出来，有条列地传授给学生。抓住课堂教
学主阵地，认真组织课堂教学，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定要抓住课堂上的45分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是提高
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上好课，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同时，也要对学生掌握的
知识及时反馈，过关检查，在每一节上课前，老师就要对学
生所学的旧知进行复习提问，这样既检查了学生以前知识的`



掌握情况，又起到新旧知识的衔接的承上启下作用。可谓是
一举两得。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温故而知新”。

高一历史教学计划中外历史纲要教学计划篇四

新课程的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备好学生和教材，而且对教师自
身素质和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想结合自己在新课程
改革过程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所感想，谈谈教师在备课
及课堂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结构上确定专题型教学体系，弥补了
过去教材中国史和世界史相对分裂的不足，使之更加适合时
代的需要；新教材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优点，
也给学生和教师提供了更广阔的阅读和选择空间。但是新教
材对许多编写者来说，毕竟是第一次，她的不足也是显而易
见的，如跨度大、跳跃性大、难度高、内容多、课时少等。
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面对新教材时，少一些抱怨，多一点扬
长避短的精神。教材即材料，我们引领学生，去解决诸多历
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依据；是学生情感培养和价值观养
成的借助平台。它的作用是被我们“用”，而不是用来束缚
我们的教学。

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我们要依据课标、依托教材，
大胆合理的对教材在宏观上进行整合和整体设计，微观上适
当的进行取、舍、增。充分发掘各种课程资源，以简驭繁，
化难为易，最终引领学生实现对课本的超越。

(一)注意史论结合。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在掌
握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抓住其必然的本质的因素，
形成历史概念，掌握历史规律，形成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二)分析和理清知识层次或结构。充分利用课本的目录，探
求章目、节目和子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融会贯通，深化
理解；同时又能系统化课本知识，形成知识网络，学生通过



平时不断地回顾、巩固，考试中，特别是在做大题时就能做到
“信手拈来”，而能不或尽量少地减少知识点的遗漏。

(三)、提炼和概括要点。学习历史必须理清线索，掌握要点，
这是将厚书读薄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所谓“要点”，就
是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的骨架，是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
节。提炼要点，必须具有逻辑概括的能力，这样才能从繁杂
的内容中提炼出记忆的要点，从而以纲带目，化难为易，执
简驭繁。

(四)、仔细推敲词句阅读中学历史课文，必须对教材重点和
难点中的有关词句予以充分的注意和深刻的理解，进行一
番“咬文嚼字”，仔细推敲，这样才能正确、深入地认识历
史事件的`本质，进而达到培养智能的目的。

（1）抓关键的字词。仔细领会，有利于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
记忆。

折的发展历程、基本线索和主要特征。

（3）抓表示因果关系的词句。例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的特点：……它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
的压迫和束缚（因），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外国
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要求（果）。掌握了事
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凭借推理来加深对教材的理解。

(五)、圈点批划

所谓圈点批划，就是做记号（圈、点、划）和写批注。它的
作用是：

（1）可经常提醒我们细心读书，用脑思考，加深印象，帮助
记忆；



（3）可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理解和“再创造”，使书
本知识真正为自己所掌握，创作出新东西。

总之，圈点批划是用自己的思路和语言对教材所作的不断加
工、分解和初步消化，也是把书本知识化为自身知识。

高一历史教学计划中外历史纲要教学计划篇五

本组对新课程标准下如何教学备课有以下几点反思：

在备课时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努力开发利用教材、图书馆、
互联网等资源，为我们的课堂教学服务。明白教科书仅仅是
学生学习最重要的一种资源，而不是唯一的资源，历史老师
只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学生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因
此备教案同时也要备学案。为学生提供哪些课外阅读？什么
情况下开展历史知识竞赛，组织历史专题讲座、观看历史题
材的影视片等。都要预先计划好，做到有备无患。备课过程
中要本着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扩大涉猎的知识面；
有利于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实践活动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德育、审美教育。正确认识并处理
好课内外教学的关系，努力使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
合起来，并互相促进。

《课程标准》把原有的学科体系浓缩为数十个专题。但其本
身所具有的教育任务和教育功能与学生掌握基本历史信息的
要求并不矛盾。《课程标准》中“知识与能力”指出：让学
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
历史现象，以及重要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作
为基于历史知识信息传递的教学课堂，就必须要在对知识点
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方法和技巧。在
这一方面上，忌讳只是勾划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而这恰
恰是历史教学中最容易犯的毛病。如果在教学中不摒弃让学
生完全地记诵知识点，不教给学生掌握基本知识点的方法和
技巧，那就绝不是新理念下新课程的历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