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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研修总结合集

篇1：高中历史研修总结

         经过10天研修的洗礼，我的收获非常多，今天当我再次细细回顾研修的始终

，心中的那份感觉仍然如此深刻，只要提及研修相关的人和事，心中就会溢满别样的幸福。如果

要我用什么词汇来概括对20XX暑期远程研修之旅的感触，实在找不出。只能用最朴实的话语与大

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成长之旅。

         一、研修前的苦恼：

         印象中的研修原以为还是像以前一样，听听专家讲座，看看优秀教学案例，

我们做做笔记就完了，心里还有些抱怨--假期不能好好休息，旅游要放弃，心里总会产生一些抵

触情绪。但心里暗暗决定：要做就尽力做得最好!

         二、研修中的片花：

         片花一：困惑中的我炎炎夏季，不管天气刮风还是下雨，我每天都要在8点之

前骑自行车(行程15千米)到校研修，每天面对电脑看视频，与各地的老师们交流心得，做作业，

写评论，长达8个多小时，专家的精彩讲座，优秀教师的案例，对我们农村中学的教学有帮助吗?

         片花二：忙碌中的我经过几天的学习，我突然对研修着迷了，每天在电脑前

一坐就是8个小时，知道自己该停下来，该休息一下了，否则身体会吃不消的，可是总忍不住研修

的诱惑，总舍不得减少这难得的机会，所以情不自禁的又坐到了电脑前，吃饭成了我的休息时间

。我认真研修教师们的案例，深入浅出的阐明了理论，时刻与专家、学员在线互动交流，专家的

真知灼见与精辟见解，以及同行的精彩作业和点评、交流与感悟令我流连往返。

         片花三：收获中的我

         通过这次远程研修让我深刻感受到，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注重积累和反思，

在这次作业题的设计当中，我总是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虽然我有很多想法和构思

，但在作业设计当中我总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虽然我很努力完成每一次作业，但我总觉得缺少点

儿什么，这种情况的产生使我想到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太注重教参的模式，拘泥于某一固定的模式

，很少关注“同课异构”;特别是我感兴趣的课型，我在观看欣赏之余，却很少能够静心认真思考

一番，再融入自己的教学观点，更没有结合平时自己上的课写相应的反思，日积月累，总感自己

在教学中收获甚微，在教学实践中难免受挫。而当我看了专家的评论(文本材料和视频)和其他老

师的优秀教学案例，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只要我有对历史教学

执着的追求和不变的信念，再加上我自身的努力，研修学习真让我收获颇丰。

         三、研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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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我共完成10篇作业，100多条评论。圆满的完成了这次学习的任务。在这

次的远程研修中，诸多的收获让我在这段时间里享受着，成长着，历练着。

         我觉得，这次培训，它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最广阔空间和最美的教育蓝图，在

不知不觉间净化了我的心灵。我将用我研修所得，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也期待着农村的孩子也

能跟我一样收获一片浓浓的绿荫，或许这片绿荫能改变孩子们一生的命运。

篇2：高中历史研修总结

         通过参加这次教师网络继续教育培训，使我在思想上、专业理论知识上有了

进一步提高。在网络学习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有精神上的收获与充实。下面总结一下

网络学习中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情况。

         1、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认真完成学习计划。

         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有实效。我根据培训学习日程安排，制定了学习计划，几

乎每天都安排了一定的学习时间和内容，把学习、作业、交流、讨论互相穿插，保证足够的时间

与空间，获取最大的学习效益。我还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注重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能够根据

网上提供的一些案例发表自己的见解，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与途径。每次学习之后，积极思考，认

真完成了网上作业，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在学习研修的过程中，我坚持每天进行网上学习，

认真观看各个专家的视频录象，通过学习，解决了我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很多疑难问题，使自己

在师德修养、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驾驭课堂、把握教材、交流沟通、

教学设计、班级管理、教学反思的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更新了教育理论，丰富了教学经验,

开阔了视野，充实了自己。虽然能够学习的时间必须得从一点一滴的积累，这样也更加珍惜这次

学习机会。我通过课程视频聆听了专家的专题讲座;通过课程文本加深了对专题的理解;通过课程作

业反思了以往和展望即将启动的教学改革;通过网上探讨寻找到了思想的沉淀和共鸣。

         2、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学习的过程是一次知识积累与运用、创造的过程，因此要会学、善用。我每

次听专家讲座后，总要有一个思考，即如何将这些优秀的、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及典型的案例带

进自己的课堂，有针对性的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缩短同发

达地区学校教学上的差距。通过实践对理论、经验的检验，寻找这些方式方法上的不同点、相同

点与衔接点，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方法，提升自身的课堂教学艺术。我刻苦钻研计算机知识，结

合教材所需，将一些抽象的教材内容通过多媒体技术具体化、形象化，并创设出身临其境的教学

情景，开阔学生的视野，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激活学生的思维，从而把一个个教学重点、

难点进行实质性的突破。

         3、教师要转变角色，提高自身素质。

         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是道德的化身，父母的替身。他们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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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情趣、品行，乃至行为举止音容笑貌、板书笔迹等

。教师的人格作为师德的有形表现，高尚而富有魅力的教师人格就产生身教重于言教的良好效果

因此，教师应树立新的师生观，即转变传统教育工作者中“唯师是从”的专制型师生观，构建教

学双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新型的平等、民主、合作关系。把学生看成是一

个具有历史性又具备与学生沟通、交往的能力。第二，教师应通过观察记录，熟悉每个学生的个

性特点，主动和学生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动中促进学生的个性特点，主动和学生交流、合作，

在平等互动中促进儿童的发展。第三，做反思型教师。反思是教师着眼于自已的活动过程，分析

自己的某种行为、决策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

的手段。

         4、教师要学会终身学习。

         新课程要求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终身学

习的意识，把不断学习作为自身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应把学习贯彻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将学习

与实际教学结合起来，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在丰富自身专业知识的同时，广泛涉猎各种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学生对知识的需要，通过总结经验，提高自身，向更

完善的目标努力。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扩大学习资源和学习空间，及时了解专业领域

以及其他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注重与其他教师和专家的合作探讨，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

         通过这次教师培训，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新课改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反思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一些对教育教学工作很有见解的专家们以鲜活的实例和丰富的知识内

涵及精湛的理论阐述，使我的教育教学观念进一步得到更新，对自己今后的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

。

篇3：高中历史研修总结

         通过培训学习,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新课改中的师生观，自己心目中的一堂好课

逐渐成型，很想与大家分享，共同讨论一下。

         第一，调动学生，让他们广泛而积极地参与。那就要有宽松、和谐的课堂气

氛，增强学生课堂参与的勇气。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摈创设宽容的课堂气氛，让学生敢想敢做

，释放自己的智慧能量，提高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真正做课堂的主人。课堂中，教师应力求课

堂教学气氛的民主、和谐，要以欣赏的目光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对学生提出的新观

点、新问题，给以及时适当的肯定鼓励和表扬。

         第二，积极创设课堂情景，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意识。

         课堂情景创设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创设问题的情景。疑问是思维的种子，

是创造的动力。没有疑问就没有思考，认识就不会发展。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有

层次地精心策划，提出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把学生引入一种与问题有

关的情景之中。比如，把一些理论知识通过小品表演、课堂演讲、辩论会、多媒体课件等学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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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把这些活泼新颖的教学形式引到课堂教学中，使之成为教学环节的一部

分。

         第三，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提高学生参与

         课堂的能力。学习能力越强的学生往往问题越多，学习能力越低的学生则几

乎提不出任何问题。我们“新课标”提出“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种提法对学习方式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要求。这个要求的本质特点在于

彻底改变教师与学生以往在学习上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还学生为学习的主动者的原。

         总之，课堂教学要从传统的传授式教学转变为师生互动的新的课堂教学，学

生的角色将发生重大变化，学生将由原来课堂上的“配角”变成“主角”、“主体”，如何真正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这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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