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布“悬念”,让历史课堂更精彩 

 

“历史富有悬念”。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设置“悬念”是一种比

较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尤其在新课导入、教材过渡、重难点突破以

及课堂小结时设置“悬念”，可以最大限度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培养

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和潜能，收到更佳的

课堂教学效果。  

那么，如何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设置“悬念”，吸引学生

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呢？下面谈谈自己的四点方法。  

    一、新课导入，引入“悬念”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有个好的开

端，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并结合学生实

际情况，精心设计好每一节课的新课导入，利用故事、人物、环境、

电影、微课等各种方法制造“悬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

积极主动地进入最佳学习状态。  

     如我在讲授《鸦片战争》一文时这样导入：“中英两国远隔重洋

，19 世纪中期从英国航行到东方的中国（须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借

助帆船这一交通工具），航程至少要 4 个月。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个国

家，为什么在 19 世纪中期会爆发战争呢”？利用这个悬念，就抓住

了学生的学习心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又如在学习《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课时，首先打开幻灯片展示

一张“火车”的图片，然后讲道：“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火车，但是

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叫做火车吗？”，全班同学面面相

觑，没有人知道答案。然后又问道：“火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全

班依然没有人知道结果。紧接着又抛出第三个问题：“火车的动力机

械是什么？”全班无语。这时看到每一位学生渴望知道答案的眼神，

我判断这就是导入新课的最佳时机，因此适时的加上一句“想知道以

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吗？请跟我一同走进今天的历史课堂”。  

  这样的问题设置，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使学生迫切地想了解其

中的答案，从而使学生的注意力很快地转移到课堂教学中来，省去了

课堂上无谓维持纪律的烦恼,很好地完成了导入新课的任务，也为后

面教材的讲解落实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教材过渡，借助“悬念”  

每节课的教学内容，都是由一些相关内容有机结合的整体，如何

使学生顺畅地由一个学习环节过渡到另一个学习环节，“悬念”的设

置就起到承上启下、理顺教学结构的作用。 

 如在学习《国共十年对峙》这一课时，在讲授完第一部分“南昌

起义”的内容后，讲到第二部分内容“土地革命”时，可借助这样的



 

 

“悬念”过渡: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和进行

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之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年幼的

中共是继续走进攻中心城市的道路，还是另辟其它新的道路？中国民

主革命的出路又在何方？通过问题的设置，为“土地革命”内容的讲

解创设了“悬念”。使学生带着“悬念”去阅读、去思考，既可以调

动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课堂教学中，又培养了

学生自学学习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基本上收到了事半功倍、一

石二鸟的效果。因此在教材内容过渡时借助悬念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三、重点突破，巧设“悬念”  

   一堂课的重点是教学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学生必须掌

握的主要内容。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果一个教师能使学生的面前

出现疑问，那么事情就办成了一半。”因此在课堂的重点处巧设“悬

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在学习《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当学习到本课重点内容“工业

革命的影响”时，教师讲道：发源于英国而后又波及欧美等国的工业

革命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的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哪些挑战和矛盾

呢？这是书上一笔带过但又是属于本课的重点内容，这样问题的设置

既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好奇心，为什么会

这样呢？因为教师讲了一节课的工业革命全是讲其带来的好处，没有

涉及其缺陷及负面影响，设置这个悬念后学生的思维就被深深地吸引

到了即将要学的新内容中去，从而有利于学生思维空间的扩展和独立

思考问题能力的培养。  

 四、课堂结束，设伏“悬念”  

 教材的内容都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因果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的。历史课里面的故事情节更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课

往往是新课的“钥匙”。因此，在结束旧课时，教师不能仅满足于本

课的小结，还要找出与下节课知识的联系点。精心设伏“悬念”，为

下一节课的学习作好铺垫。如我在讲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时

，我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第一次国民革命运

动，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国民革命失败后

，中共何去何从？中国革命的路又在何方？最终又是由谁来完成民主

革命任务呢？这种结尾设疑既为下面的教学内容作了铺垫，同时也使

新旧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 

     总之，“悬念”的设置是课堂教学中的一种技巧，它可以集中学

生的注意力，把无意注意转为有意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久而久之，每节课“悬念”的积累，必将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持之以恒，对提高教师自身的

基本功也大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