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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张骞通西域》



初中历史《张骞通西域》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教师课件展示水果：葡萄和石榴，并提问：你吃过这些水果吗?你知道它们的原产地在

哪吗?它们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原的呢?顺势导入新课。

环节二：新课讲授

(一)西域的地理概念

教师展示地图，询问西域具体在哪呢?与学生一起看图，确定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学生观察地图并回答问题，教师总结：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

称为西域。

(二)张骞通西域

1.两次出使西域

课件出示“招贤令”，提问该“招贤令”所招募的使者是谁?他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学生结合课文，进行思考，回答问题。教师继续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提问张骞共出使

了几次西域?两次出使的情况怎样呢?请同学们找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目的、成果，

并填写表格。

2.张骞的精神

教师播放“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引导学生设想张骞出使西域会遇到的艰险。

学生思考回答：自然环境恶劣;被匈奴俘虏;食物匮乏等。教师继续提问，引导学生思

考张骞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学生思考，教师总结：不畏艰险、勇于奉献、志存高远、

忠于祖国等。

3.影响

教师出示 PPT，提问汉朝和西域各国的频繁往来给彼此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时，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分小组讨论张骞通西域有什么历史意义?小组讨论结束，小组代表发

表意见，教师总结。

环节三：小结作业

小结：回顾本节课所讲内容，结合上节课内容，总结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及意义。

作业：搜集材料，设计以“张骞通西域以及开通丝绸之路”为主体的板报，并评比。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如何评价丝绸之路?【学科专业知识类】

【参考答案】

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汉朝的兴盛。此外，它至今仍是中

西方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更好地加

以利用。

2.你引导学生如何分析与评价历史人物?【教学实施类】

【参考答案】

(1)塑造出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全面的了解历史人物。讲述人物的具体事迹，通过人

物的语言、行动、衣着打扮等，塑造出生动的形象。这样会使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更加客观、

准确。

(2)褒贬功过。在建构人物形象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物的功过是非，做

出正确的评价，认识历史人物的本质。评价历史人物，可以采用“寓论于史”的方法，把对

人物的褒贬寓于史实的叙述中，也可以在叙事完毕后，用“画龙点睛”的办法点一下，给他

一个评语。



初中历史《忽必烈建立元朝》

初中历史《忽必烈建立元朝》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教师播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教师提问：这是哪个民族的歌曲呢?这个民族在我国

历史上有哪些重要贡献呢?教师引导，顺势导入新课。



环节二：新课讲授

(一)元的建立

教师提问：元朝又是如何统一全国的呢?借助 PPT 展示动态地图，演示元朝建立及统一

全国的过程，学生结合教材回答。

(二)元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

教师提问：忽必烈将如何统治全国呢?

教师从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中外交往方面设计表格，让学生利用表格并通过小

组自学的方式来学习。

学生结合教材内容自主完成表格，之后请小组代表发言，最后教师在 PPT 上展示完整

的内容。突出强调马可·波罗的故事，认识到中外的和平交往有利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行省制度

教师课件展示《元朝疆域》图，并提问：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一个朝代，

为了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朝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学生自读课本找出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内容，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

接着设置“畅所欲言”小活动，请学生就“台湾和西藏在元朝版图内”这一历史现象

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议论之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之后教师进一步提问：行省制度有什么样

的作用呢?

学生以历史小组为单位，5 分钟时间进行自由交流讨论，之后学生代表发言，最后教师

总结。

环节三：小结作业

小结：师生共同总结本节课主要内容。

作业：学生课下制作民族关系的手抄报，下节课分享。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如何评价元朝的统一?【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元朝的大一统，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密切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总之，元朝的统一

使疆域扩大，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多民族国

家的发展。

但是，元朝的统一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完成的，蒙古贵族在征服战争中，表现出的掠夺

性和残酷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这势必激起其他民族的反抗。

2.为什么你要设置“畅所欲言”的小活动?【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首先，新课改提倡多元化的教学方式，那么本堂课我采取“畅所欲言”的小活动，一

方面，丰富了课堂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能够充分体现新课改的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充分的参与到本堂课中。

其次，由于当今台湾和西藏问题是比较热的时事问题，在课堂中设置这样的活动能够

让学生特别关注时事热点，同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分裂祖国的行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

综上，本堂课我设置这样的活动是结合新课改和学生实际情况共同决定的。



高中历史《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高中历史《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教师出示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1 年的讲话材料，请学生思考：世界格局在 20 世纪七十

年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学生联系旧知回答，教师顺势导入新课。

环节二：新课教学

(一)日本经济的崛起

教师出示图片：第一组是 1970 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上的太阳神塔。第二组是 1945

年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情景和东京夜景图，引导学生直观感受到日本经济崛起的变化。



(二)崛起的原因

教师出示“战后初期美国援助日本的物资”的图片、日本国内发展经济的史料、日本

重视教育的材料，请学生思考日本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联系旧知，结合材料以及课文内容，从内因和外因角度分析，之后教师总结，外

因包括：(1)美国的扶植;(2)朝鲜战争提供经济发展契机。内因包括：(1)二战后，日本进行

民主改革;(2)制定合乎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三)影响

教师出示“日本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的相关材料，并提问：日本的崛起有什么

影响呢?

学生根据材料和教材，以历史小组为单位，自由交流讨论，之后自由发言，最后教师

总结：(1)进一步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2)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环节三：小结作业

小结：教师带领学生以板书为线索进行总结。

作业：请学生反思日本经济崛起与追求政治大国策略的利弊，撰写一篇采访提纲，下

节课交流。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阐述多极化的趋势有哪些表现?【学科专业知识类】

【参考答案】

欧洲的联合、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与日本的崛起。

2.说一说你是怎样突破本节课难点的?【教学实施类】

【参考答案】

首先，本节课的难点为日本崛起的影响。

其次，为很好地突破本节课的难点，我采取了小组讨论的方式。学生直观地感知了日

本经济崛起的表现之后，我带领学生深入分析了日本崛起的原因，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知识基础，我又给学生展示了日本崛起影响的相关史料和图片，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讨论，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而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学生会对日本崛起的影

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样就很好地突破了本节课的难点。

高中历史《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

高中历史《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一、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教师课件展示李白的诗《古风》，提问：诗中第一句是指什么历史事件?秦朝为什么能

够异军突起而有实力消灭六国呢?学生自主回答，教师总结归纳并导入新课。



环节二：新课教学

(一)至高无上的皇权

展示“秦始皇”画像，提问：同学们知道“皇帝”是怎么由来的吗?学生回答。

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玉玺”等资料，提问：从这些内容中，我们能获取什么有效信

息呢?

学生阅读后回答：皇位世袭、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等相关知识。

(二)较为完备的中央官制

1.三公九卿制

教师提问：秦朝设置了三公九卿，“三公”是指什么?“九卿”指什么?各有什么职能?

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阅读课本。学生阅读后得到答案。

2.中央官僚机构的特点

教师提问：阅读教材学思之窗概括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的特点。

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1)它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行政体制;(2)职、权、位相互配

合，彼此牵制。

(三)中央官制的影响

教师提供相关资料，组织学生讨论“秦朝中央官制对历代王朝的影响”。

学生以历史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得出结论，教师总结。

环节三：小结作业

小结：师生共同总结本节课主要内容。

作业：假如你是秦始皇，你将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管理地方呢?课下搜集材料，下

节课交流。

二、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简述你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看法?【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制度，后经历代统治者改善与强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

政治制度。这不是偶然的，既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也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封建

的个体小农经济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组织大规

模的水利兴修和抵御自然灾害，从而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封建地主阶级也

需要中央集权制来确保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镇压农民的反抗。

中央集权制和奴隶社会盛行的分封制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

护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它的内部有两对基本矛盾，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

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

2.在讲授本课时，怎样突出本节课的重点?【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在讲授《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一课时，首先要确定重点，本课的重点为皇权

与中央官制的形成。

在本节课中，我主要采用了史料教学法，展示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关资料，让学生通

过阅读史料，从中获取相关知识信息，以此获取皇位世袭、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等相关知识。

在处理中央官制这一知识点时，我采用了问答的方法，通过递进式的提问，来让学生掌握知

识。

【展鸿送福利】教师资格证面试网络课程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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