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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默写”训练模式的实践策略研究

———以夯实基础知识为主

●莫小西　梁　磊∗

　　

[摘要]目前,大部分省份的初中历史考试以开卷为主要形式.中考作为历史考试的指向标,其试卷的题型通

常包含选择题和非选择题,旨在从识记、理解到运用三个层次考察学生的能力.因而,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尤

为重要.本文以在教学中开展开卷默写为主要形式,探究其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方面的作用.同时结合日

常教学经验,提出相应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初中历史;问题默写;开卷

开卷默写的概念及开展意义

历史基础知识是分析、解决历史问题的基础。 在初中

阶段，历史考试以开卷的形式对学生所学知识进行考察。

考察的范围涉及初中历史的六个板块，考察的内容围绕主要

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考察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中国

史、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并为之后高中内容的学习打下

基础。 本文通过设计合理的教学问题、实施有效的教学手

段，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构建高效的初中历史课堂。

(一)概念

开卷默写指的是在课堂中，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

从教科书中查找答案并写在纸上的过程。 教师可以根据教

科书内容或参考练习题设计问题，问题的设计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选择多种方式。 例如表格、知识导图、判断、填

空或是直接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

表格式问题最适用于梳理同课节或同单元中，有相同概

念的问题。 比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部分，表格式问题最适

用于朝代的三要素(建立时间、都城、建立者)。 教师可以从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也就是夏朝开始默写朝代三

要素，长此以往形成习惯，以至于学生一看到朝代马上就开

始在书上寻找这三点要素。 知识导图式问题更倾向构建某

个时段已学知识的框架，适用于一节课末尾的总结或是期末

的复习。 以文化史为例，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发展繁

荣，在文学、雕塑方面各有其独特的闪光点，但在建筑方面

又有相似之处。 罗马继承、创新了希腊的建筑特点，二者

皆对后世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类问题以知识导图

形式呈现最为直观。 判断式问题适用于概念模糊知识点的

僻义，旨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堂知识点。 例如，《三国鼎

立》一课的讲述中，教材未曾提到曹操是否为三国时期的人

物。 由于学生受到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影响，常会先入为

主的认为曹操为三国时期的人物，但实际建立曹魏政权的人

是曹丕，曹操所处时代实为东汉末期。 此处应当设置判断

题进行僻义。 填空式问题可应用于课前学生的预习阶段，

教师选取教材原文，学生按书查找，以此督促学生阅读教

材，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学生根据问题中的关键词，例如朝代、地点、方式等方

面，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快速定位。 由于初中历史考试采取

开卷的方式，因此，找准答案在教科书上的位置比直接背诵

知识点的方式，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对学生的学习来说更加

高效。 这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默写”方式，学生在寻

找答案过程中，通过对已学知识的记忆重现，提高对历史教

科书的熟悉度，才是学生应对考试的最佳方法。

(二)开展意义

１．提升历史课堂的实效性

初中历史课堂中有的课时篇幅较大，知识点跨度较广，

学生记忆较困难。 例如，人教版历史教科书夏商西周王朝

的更替一课，就跨越了三个朝代。 学生不仅要记忆三个朝

代建立的时间、都城和建立者，还要知道每个王朝为了巩固

统治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末代的君主和灭亡的原因。 针对

这类课程容量较大的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将重点选出，制

定表格形式的问题让学生“默写”。 在这个过程中既是能看

到学生对本课的反馈，也能帮助学生梳理本课线索。 问题

和答案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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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夏商西周更迭表

建立 建立者 建立时间 都城 末代君主

夏 禹 约公元前２０７０年 阳城 桀

商 汤 约公元前１６００年 亳 纣王

西周 周武王 约公元前１０４６年 镐京 周幽王

　　学生通过课上表格的默写，将教材上零散的知识点聚拢

在一起，在脑海里串成一条有形的线。 而这种表格式的默

写方式，应用起来也很灵活。 例如，上课前可以当作导学

案，让沉浸在课间活跃状态的学生快速进入状态，同时预习

本课简单的问题，为本课重点问题的分析提供时间。 上课

时也可以当作练习题，及时检测学生的听课状态。 全班学

生全神贯注的寻找问题，也能营造出一种模拟考试的氛围，

将走神的学生拉回现实，培养学生的专注力。

２．检测历史课堂教学成果

作为一门开卷考试科目，基础知识的训练是拿分的关

键。 而这个关键在于学生对历史教材的熟练度。 如果将历

史事件比作人的脸，那对学生的要求就是：不仅要对教材做

到“脸熟”，更要识别出每张“脸”在本册书中的位置。

如今是“用教材教”的时代，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

和兴趣，在授课时经常会将历史事件展开描绘。 因此，学

生在讲课时通过速记掌握了知识，但几天后可能会逐渐遗忘

历史事件的细节，只记得大概的情节，无法完成知识的再

现。 默写不仅是学生记忆再现的过程，也是教师对教材重

点进行二次提炼、精加工的过程。 通过默写，教师能快速

发现学生们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训练内容。

而学生们在默写过程中，也逐渐对基础知识形成“肌肉记

忆”，最后做到触发关键词就能回答出相应的历史事件的程

度。 这样，学生才能理解教师提出的进阶型问题，并形成

自己的见解，通过这个过程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默写的过程也是历史课堂规则形成的过程。 通

过全员默写，减少了学生的侥幸心理。 几分钟的时间，快

速的对几个简单问题进行检测，学生只有全力准备才能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 在默写完毕后，同学之间当场批改，规范

答案的书写。 批改完毕后，教师可以适当的给与回答正确

的学生奖励，以此提高学生对默写环节的期待值。 同时将

默写工作放在每节课的末尾，长此以往形成习惯，学生就会

为了能在默写中得到奖励，而认真听课，形成良性的循环。

开卷问题设计的原则

开卷默写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学生对已学知识的回顾和再

现，根据不同课时的教学重点，教师选取的问题形式也随之

变化。 但不论何种形式的问题，都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

计，并遵循基础性、有效性和简短性的原则，确保每个问题

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通过这样的开卷默写，帮助

学生逐步建立起对历史知识的深刻理解和长期记忆，为未来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基础性

历史默写问题的基础性是指以教材中基础的历史知识为

出发点，设计简单而直接的问题，旨在保证学生能够准确把

握和回忆出基本的历史史实和概念。 历史课堂中的默写是

全员参与的，教师在设计问题时，需要考虑不同层次学生的

学习状况。 设计较难、较偏的问题既失去了考察的意义，

也降低了学生自我效能感。

(二)有效性

历史默写问题的有效性是指教师设计的问题要精选典

型，能够突出本课的教学重点。 教材的内容是为了解释历

史的发生，向学生展示历史的发展过程。 教师需要抓住教

材内容中的关键词句，将其转化为简单易懂，但又与考试题

形式接近的语言表述。 这也是对教师理解、解题、表达三

个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三)简短性

历史默写问题的简短性是指利用精简的语言，在有限的

时间内，能够让学生立刻抓住题眼的原则。 这里的简短指

的是对问题与答案的双重要求。 历史课堂中往往只利用几

分钟的时间快速完成默写，设计题干较长、字数较多的问题

与答案会干扰学生的解题，影响学生完成的进度。

开卷“默写”实践策略

默写是检测历史教学成果的有效环节，无论是备课环节

还是复习环节，教师都应该按照上文中提到的原则进行精心

设计。 每个学期的历史教学都离不开新课讲授与旧课复习

两个方面。 在新课讲授的过程中，历史默写更关注基础知

识的训练。 而在旧课复习环节，教师可以将有关联性的基

础知识串联，进行进阶版的知识训练。

新课讲授是学生接收知识的基础，是学生深入理解历史

的平台。 在该环节，教师可以如上文所述，将默写放在本

课的末尾，用以检测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种

有效的手段。 在新授环节设计的问题，可以将某个子目中

复杂的大问题，切割成几个有意义的小问题来考察。 仍以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科书第四课为例，本课第三个子目

为西周的兴衰。 西周在建立后，为了有效治理庞大的疆

域，于是实行分封制。 分封制是本课的重点，因此可设计

出三个问题。

１．西周分封制中分封的对象？

２．西周分封制分封的依据？

３．西周分封制下的贵族等级分为哪几等？

以上三个问题较简单，且在书中同一位置。 学生经过

寻找，回答出西周分封的对象是：宗亲和功臣，分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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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功劳大小，贵族等级为：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 通过对该自然段内容三遍的阅读，从

而加深了学生对教材内容的印象。 同时，也可以按照书本

发展顺序进行全课的问题设计。 例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历史教科书第六课《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一课，共分为战

国七雄、商鞅变法、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根据

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师可以设计以下几个问题。

１．战国七雄？

２．战国时期的三个著名战役？

３．使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的事件？

４．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

通过对教材内容提炼出的四个简短的问题，呈现出本课

的重点。 学生按照问题顺序仔细寻找教材中的答案，既照

顾了基础较差的同学，也对基础较好的同学进行了巩固。

部分问题的设计直接选取了书中原文的设问，这种设问方式

促使学生在读题找答案的过程中将原文反复阅读，不仅加深

了学生对教材的熟悉和理解程度，更提高了学生自主阅读的

能力。 在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后，也可以将这些问题

打乱，做成纸条，让学生进行随机抽取。 这样做既能考验

学生，也能增加历史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课堂的参

与度。

旧课复习是回忆知识的过程，更是巩固和深化理解的过

程。 传统文明上下五千年，长久的时间沉淀了丰富的历史

知识。 因此，一册历史书涵盖的知识点繁多且分散，学生

在记忆时难免混淆和遗忘。 考虑到学生实际答题的现状，

以及试卷灵活的出题形式，教师可以依据问题的内在联系和

逻辑关系，将问题的来源进行分类，将生产方式、地方管理

政策、文字演变、思想演变、战役特点等具有关联性的问题

设计在一起，作为复习的重点内容。 例如，七年级上全册

书的复习过程中，设计的问题如下。

１．写出原始社会、春秋后期、西汉、东汉、三国时期的

耕作工具(方式)？

２．写出西周、秦朝管理地方的政策？

３．写出商朝、秦朝使用的文字？

４．写出秦朝、西汉的钱币名称？

５．举出四例我国古代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６．两汉时期出使西域的人物？

７．两汉时期出现的治世局面？

８．写出我国古代两种传位方式？

这些题目简洁明了，给出了相应的朝代，具有针对性。

题目涉及多个朝代和内容，主要考察学生整合知识的综合能

力。 这些问题也是每一课的重点，第二题中再次考察了西

周的分封制，同时也加入了秦朝的郡县制。 郡县制作为分

封制替代版，开创了我国历代王朝地方行政的基本模式，对

后世影响深远。 因此，这两个知识点也是中考考点之一，

可以进行多次复习加深记忆。 而作为世界上农业起源地之

一的我国，不同时期的农用工具和耕作方式的进步也是锻炼

学生思维能力的好机会。 第一题考查的内容从河姆渡人使

用的耕地工具骨耜、春秋后期出现的铁制农具和牛耕到西汉

的播种工具耧车、东汉的二牛一人一犁的耕作方式再到三国

时期的汲水工具翻车，这些答案充分考察到学生基础知识的

掌握的程度，又要求学生灵活思考解决问题。 通过这样的

分类设计，学生不仅能够有效的复习旧知识，还能建立起知

识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提取信息的速度及答题的效率。

综上所述，在教学中使用开卷默写的教学方式，将教师

精心设计且能覆盖教材重点的问题呈现给学生，帮助学生加

深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和巩固，推动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历史

知识。 通过开卷默写，教师能够及时地获取学生的学习反

馈。 这种反馈，有助于教师通过学生默写出的答案，了解

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使教师快速发现学生在知识理

解上的盲点和误区。 由此，教师也能根据默写的结果，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同时，开卷默

写也是学生静心思考的过程。 学生在默写时需要集中精

力，努力调动脑中的记忆库，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回忆。

只有当学生真正掌握了教材中的基本内容，他们才能够将这

些知识内化于心，进而在面对更复杂的问题时，展现出更强

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开卷默写不仅仅是

对知识的简单重复，它也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过程。 总之，

开卷默写是一种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基础知识、深入理解知识

和综合运用知识的教学手段。 在默写的过程中，能够提高

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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