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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示教学法可以将学科中复杂的内容以符号、文

字、数字、图形等形式组合成图示，使其变得简单化、直观

化。图示教学法可以借助图表将各知识的内在联系较好

地呈现出来，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学生可以借助图表来

唤醒大脑记忆，这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复习效率。因此，以

图示教学法提升高三历史复习实效，需要教师对照示意图

进行知识内容的讲解，以时间轨迹理清知识脉络，使学生

方便记忆，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从而提高复习课的效率

与质量。

关键词：高三历史 图示教学法 复习效果

历史学科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其时间跨度大，空

间纬度多，知识点零碎又分散，需要学生记忆的量也比

较大，这些特点让部分学生觉得复习历史是一件费力费

时效率又不高的学习活动。我认为，教师在组织高三总复

习时，可以尝试采用图示教学法，将密密麻麻的文字转变

为错落有致的图表，以此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

一、图示教学法的核心作用

1 .梳理各种知识的内在联系

高中历史必修一、必修二、必修三分别是按照政治、

经济、文化来编排的，选修部分则是著名的历史事件。虽然

它们都单独编排，每个单元也有各自的主题，但知识与知

识之间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当这些知识以文字的方

式呈现出来时，学生很可能会弱化这些关系。因此，教师

采用图示教学法组织高三历史复习时，第一个关键就在于

借助图表来梳理各知识，将其内在联系较好地呈现出来。

2.提高记忆内容可视化程度

在历史教材中，很多内容都需要学生背诵，在传统的

教学中，部分学生采用多次输入、强制记忆这种死记硬背

法，效果并不理想，但是采用图示教学法则不同，当知识

内容以图表的方式呈现时，这种由文字到图表的过程就是

一个提炼重点的过程，同时，与文字相比，图表也更易于

被学生接受。因此，教师采用图示教学法组织高三历史复

习时，第二个关键就在于要提高记忆内容的可视化程

度，让知识一目了然。

3.将教材书本“由厚变薄”
上文提到，由文字到图表的过程就是一个提炼重点

的过程，因此，教师采用图示教学法组织高三历史复习

时，第三个关键就是要让教材书本“由厚变薄”，让一本教

材内容能够浓缩成若干个表格、若干张提纲。学生后期复

习时间越发有限，复习节奏也越发紧凑，对此，学生可以

借助图表、提纲等唤醒大脑的记忆，完成原本需要翻阅一

本教材才能完成的复习内容，这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复

习效率。

二、运用图示教学法提升高三历史复习的实

效性

1 .以特定主题为核心来组织

高三复习是站在一个综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梳理的。

因此，教师可以以特定主题为核心组织图示教学。比如，

以“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内容为主题，

教师可以为学生梳理出以下知识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以图示教学法提升高三历史复习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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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示意图将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并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及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

以及事件对应的产物（不同战争所签订的不同的不平等条

约等）都一一呈现出来。在复习时，教师可以对照示意图进

行知识内容的讲解，学生的思路也随着示意图逐渐展开，而

不用再重新回到教材中一页页去翻看查找。以特定主题

为核心组织复习，有利于打破教材固有的内容编排，按照

主题所囊括的多个领域、多个层面进行复习，这对于提高

学生的综合认知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2.以时间轨迹为脉络来承载

“时间—事件、内容”是历史教材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知识形式，教师在运用图示法时，可以以时间轨迹为脉络

来承载知识。以现代中国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过程为例，教师可以勾画出以下图表（如表 1）：

表 1

借助这张表格，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便一目了然，学

生在记忆时也非常方便。又比如，在复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与影响时，教师同样可以勾画出以下表格（如表 2）：

表 2

同样的，借助这一表格，学生能够清楚地看到不同阶

段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同影响，教师可以把这些知识以图

示法展示给学生。学生还可以将内容比较简单的表格制

作成小卡片随身携带，在各种各样的碎片化时间里（如公

车站等车、在公共场合等人）拿出来复习，这种多次的、短

暂的记忆方式，远比坐下来背诵一大段书更加有效果。

3.以学生的主观能动为诱因

教师在运用图示法进行高三历史复习时，还应当充

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复习初期，教师可以先向学

生介绍图示法，并教学生如何将教材中的内容制作成思

维导图或者表格，待学生逐渐接受并喜欢上这种复习工

具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尝试自己制作，以学生的主观

能动为诱因来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在实际复习课堂上，

教师一方面要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用图示法进行复

习，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点拨、指引、指导工作。比如，在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章节内容里，教师可以先给

学生勾勒出一幅主干图（如图 2 所示）：

时间 事件 内容

1971 年 4 月 乒乓外交
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打开了中

美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1971 年 7 月 基辛格访华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

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1972 年 2 月 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在上海

签订《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关

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8 年 12 月 正式建交
中美两国发表《建交公报》。次年 1

月 1 日，两国正式建交

1979 年初 邓小平访美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这是中国

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发展特征 影响

19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民族资本主义产

生

①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改变了阶级结构

②进一步瓦解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

③早期维新思想产生

甲 午 战 争 后 ，19 世

纪末初步发展

①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掀起维新变

法运动

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领导民主革命

兴起

④倡导“实业救国”论

发展特征 影响

辛亥革命后，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 出 现

“短暂的春天”

①形成“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

潮

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出现

③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

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

1946—1949 年：民族

工业陷入绝境

①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中间道路

②与中共协商建立新中国

1927—1936 年：较快

发展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

础

1937—1945 年：抗战

期间，民族工业遭到

空前打击

①日本的野蛮掠夺、官僚资本和政府的经

济统治以及战争破坏，使民族工业遭受

空前残酷的打击

②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

（下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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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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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大 林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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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逝世

赫鲁晓

夫改革

勃列日涅

夫改革

戈尔巴乔

夫改革

苏联解体仍未摆脱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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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张图就是这个单元的主要框架，教师可以让学

生参考这个框架来勾画出其他的模块图或者图表等。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启发学生作图的思路与方向，比如，

新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

红军取得胜利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轻工业在当时又是怎

样的一种地位与状态、斯大林模式反映突出了斯大林本人

的哪些特点、斯大林逝世在当时产生了哪些社会影响、为

什么赫鲁晓夫要进行改革、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要进行改革、

为什么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都未能摆脱斯大林

模式、苏联解体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际环境是否存在

一定的联系等。由教师这一图表所裂变出来的问题相当

于细化了这一图表，丰富了这些内容，当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自己将教材内容整理成相关的图文时，学生的复习

效率也随之提高。

总之，图示教学法能够将知识内容高度浓缩起来，将

分散在各个章节、各个部分的内容都集中梳理起来，可视

化的视觉特征也不容易让学生产生记忆的疲劳感。除此

以外，当学生在实践中慢慢地由被动接受教师所设计的

图表到渐渐地自己主动设计图表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

记忆持久性和认知深刻性就会提高，这些都有助于提高

复习课的效率与质量，同时提高学生复习时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为此，教师应当灵活把握并运用好图示法这一种

教学工具，帮助学生在有限的单位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提

高复习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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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味历史学科的人文关怀———感悟历史

历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仅能够传授给学生

基础的知识，也能够对学生进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教育，是培养他们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高

中是这些素质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利用高中历史对学

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历史教师责无旁贷。教师非常清楚学

习历史仅靠记忆根本无法认知历史的真谛，也无法激起

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历史学习要求学生思考、探究、感悟

和品味，并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做

出明智的决定和价值判断。

爱国主义情感、人文主义精神、坚强与宽容的人生态

度等，这些比较显性的情感，在必修三这本书里都有比较

集中的单元可以进行教育引导。教师可以借助视频、图

片、演讲等，并结合自己的言语补充来感染学生。然而道

德感、法制观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远大抱负和公民

意识、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理论、开放性的意识，这些比较

隐性的素养则需要教师自己去认识、重视和开发。

例如，在必修一第四课内容中，我们学习了宰相制度

的废除，了解到明朝的内阁仅仅是一个为皇帝提供顾问

的内侍机构。张居正虽显赫一时，但还是落得死后抄家、

削夺官秩的下场。这是为什么？这里面便隐含着一定的法

制观。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

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

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违反

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相比较历史上其他的宰相，张居正

对于明朝有很大的建树，但是当朝却没有人说他的好

话，就因为他是一个权臣而非大臣，他权力的来源不具有

正义性和法制性。所以从法理上说，他的下场是理所当然

的，至于其历史功绩却应另当别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例子值得教师去开发。

四、结语

学习历史绝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忆，在每堂历史

课结束时，学生应该有所思，有所获，有所悟。这样一堂堂

充满厚重感的历史课必然能够让学生对历史充满敬意、

充满好奇、充满乐趣。历史学科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人

才，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重大使命。要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历史教师也要

做个有心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及教育教学方法对

学生的影响。如果教师是一个专制而不近人情的人，如何

能让学生具有民主和包容的心呢？教师的人格魅力往往

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学生，让学生爱上你就爱上了历史，

这是作为教师的最高境界。历史教师应孜孜不倦地探索

历史，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让学生从历史课堂中学习知

识、锻炼思维、开阔视野、感悟生活、体验成功，提高他们

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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