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历史必修三专题总结 历史工作总结
(模板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历史必修三专题总结 历史工作总结篇一

本学期，本人继续担任高一美术二班和高二音乐班、高二美
术二班的历史教学工作。作为一位刚毕业不到三年的新老师，
通过努力钻研，也有了一些教学心得。下面我就谈一谈本学
期的主要工作及具体做法。

一、研究教学目标，紧扣重点

在这一学期的教学工作中，我仔细研究教学目标，并在目标
要求的基础上，突出重点，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教学
内容的难易程度，做到有的放矢。

二、整合教材，化繁为简

在上每节课的时候，争取将其简化为一条主线，并按照这条
主线来教学，在上完一章内容后，和学生一起按照内容的主
线来总结本章的主要的内容，及基本历史史实，帮助学生进
行知识的整合。

三、做好总结，段段清点

本学期，高一学生面临全省会考任务，因此，教学中的总结
巩固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学了后面忘记前面，没有什么实际
效果。段段清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每节课要清：尽可能留两



三分钟把一节课的内容总结一下，哪怕是再强调一下知识结
构、重点难点也是好的。二是每个单元要清：一个单元结束
后，进行单元总结。为了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我要求
他们先看书，在熟悉课本的基础上，自己总结这一单元的主
要内容。包括总体线索、基本知识点、重点问题等。这样做
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及时复习，同时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
和概括能力，也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教材知识。

四、重视反馈，加强训练

教学是教师学生双方的活动，所以上课要多注意学生动向，
看他们听得很困难就要及时调整策略，不要硬灌。否则教师
累，学生苦，效果差。我的训练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一是
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问题的时候，不求答案标准，而是求
解答思路。重审题解题的角度和方法技巧的指导。看到题目
不急于做答，先拆题，审清楚要回答什么，不遗漏。然后考
虑答题角度。这方面我们比较注意在平时的教学中引导学生
注意一些规律性公式化的方法，比如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分
析原因时肯定要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入手，牢记一定的思想文
化必定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还有，一般问根本问题的
时候，要从经济方面找。因为经济决定政治。事件的比较则
肯定要从背景、过程、内容、特点、影响等角度去做。材料
题解答除了看材料还要结合课本等等。开始回答则要注意格
式规范，做到序列化，条理化。刚上来，学生的情况是很糟
糕的，半个学期下来，大部分学生就逐渐上路了，遇到相似
问题可以触类旁通。即使不能全对，但七七八八没有问题。
除了这种技巧训练，还有就是作业的训练，我们每节课有作
业，一般是个选择题，一个问答题。单元结束后有单元考试。
从学生的作业中及时发现问题，查漏补缺，强化薄弱环节。

五、多头齐抓，常规从严

我们每个教师都希望学生能够自觉，但能够自觉的学生目前
可以说凤毛麟角，所以说自觉是逼出来的。文科的东西很多



是无形的，不能量化。光布置什么看书复习之类的作业很容
易落空。这方面许多老师多次强调过让大家重视，但学生就
是当着耳边风。这个学期来，我叫他们课前预习，开始上课
就提问，大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书上能找到的，目的是促
使学生每节课后看书。要求学生记好笔记，不一定非要有笔
记本，可以记在书上。单元结束后有单元考试及讲评。几个
单元结束后会有阶段性测评。

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学生的学习状况会有所改变，有所提
高。期待学生令人满意的会考成绩！

历史必修三专题总结 历史工作总结篇二

为了帮助大家更高效的学习，都需要掌握一些知识点，知识
点也可以理解为考试时会涉及到的知识，也就是大纲的分支。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有关初三历史必修知识点，希望对您有
所帮助!

西方文明之源

1.爱琴文明：克里特文明、迈悉尼文明

2.古希腊繁荣的成邦：雅典、斯巴达

3.雅典城邦的自然条件：近海，海上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
气候湿润，适宜种经济作物。

4.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伯利克里当政期间，雅典达到全盛。

原因：伯利克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内容：扩大公民权利，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鼓励
学术研究，发展文艺，重视教育。



5.伯利克里时期雅典繁荣的表现

政治上， 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

经济上， 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

文化上 文化昌盛。

6.斯巴达成邦：崇尚武力，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

7.罗马共和国的兴亡

(1)罗马历史发展线索

罗马城(公元前8世纪)——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年)——称
霸地中海(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帝国
分裂(395年)——西罗马灭亡(476年，欧洲奴隶社会结束)

(2)主要战争及战役

布匿战争(罗马——迦太基) 坎尼战役以少胜多

(3)公元前49年，凯撒夺取政权;公元前27年，屋大维独揽国
家大权，建立罗马帝国。

8.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沿革：最初举行赛会祭神，前776
年—394年共举办290多届。现代奥运会开始于1896年，每四
年举行一届。20_年在希腊雅典举行，20_年在中国北京举行。

“秦王扫六合”

一、秦统一六国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

1.灭六国时间：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
掉六国。



2.秦朝建立：前221年，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
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

3.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

(1)目的：为了加强统治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3)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县制起源于商鞅变法，一直沿用到
今天)

二、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

1.政治上：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

2.经济上：统一货币(统一使用圆开方孔铜钱)、度量衡。

3.文化上：统一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文字)

4.思想上：焚书坑儒。

5.军事上：反击匈奴，北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南
凿灵渠，开发南疆。

6.秦统一后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度。

大一统的汉朝

1.汉武帝的大一统具体措施：

(2)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
统治地位由此确立。

(3)军事上：对匈奴展开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基本解除匈奴



对北部边郡的威胁。

(4)经济上：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
钱。

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一、张骞通西域

1.西域位置：西汉时期，人们把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
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

2.张骞两次通西域：

(1)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目的：联络大月氏
人夹击匈奴)

(2)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加强与西域
各国的友好交往)

3.西域都护的设置：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总管
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成
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丝绸之路：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往西亚，
再往欧洲，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丝绸之路。作用：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的促进东西方经济、
文化交流，对促进汉朝的兴盛产生积极的作用。

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1课：

1、1917年3月，俄 国的“二月革命”_了沙皇专 制统治。之
后，俄 国出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



政权并存的局面。

2、十月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的日
子：1917年11月7日，领导人是列宁。

3、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是人民委员会，列宁当
选为主席。

4、1918年3月，苏俄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5、1920年，苏俄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 革命叛
乱，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国家政权。

6、列举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
权;将银行、铁路和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颁布《土地法令》，
没收地主和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同德国和奥匈帝国
议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7、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俄 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
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由此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
民的解放斗争。

8、列举下列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英国的宪章
运动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巴黎公社

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胜利的革命：十月革命

第2课：

1、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1921年实行新经济
政策政策。核心内容是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



济。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1922年，苏联成立，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联邦、外高
加索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后来扩大到15个加盟共和国。

3、1928——1937年，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先后完成
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重点是发展重工业。两个五年计划完
成后，苏联由传统的农业国变成强盛的工业国。与此同时，
苏联加快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步伐。

4、苏联在1936年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标志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一体制也被
称为“斯大林模式”。

5、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国内经济、文化相
对落后的情况下形成的。它在一定历史阶段里发挥过阶级作
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
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必修三专题总结 历史工作总结篇三

1.要求学生掌握：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同盟会改组为国
民党；宋教仁案；善后大借款；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
活动；"二十一条"；五九国耻；中华革命党；护国运动和洪
宪帝制的破产。

2.通过学习袁世凯实现专制独裁统治，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辛
亥革命并未完成反封反帝的革命任务；通过学习袁世凯复辟
帝制的失败，使学生认识到：民主共和以深入人心。

3.（1）通过对袁世凯对内专制、独裁、复辟、践踏民主共和、
镇压民主革命的内容的教学，使学生认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



反动性。（2）通过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教学，使学生认识
到孙中山等革命派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维护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是进步、正义的，有着积
极的意义，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

教学建议

教学地位分析

本节主要讲述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
政府之后，又进一步走向专制、独裁，再进而复辟帝制，结
果走上灭亡之路。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及中国社会进步力量
在逐渐认清袁世凯本质后，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先后发起了
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虽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形式上恢
复了民国，但政权仍掌握在封建军阀手中，中国革命的道路
仍漫长而又艰难。

重点分析

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护国运动是重点。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
的胜利果实后，打着民主共和的招牌，对内实行专制独裁，
对外则卖国、投靠帝国主义，一步步地实现了帝制复辟。

护国运动是一场旨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中华民国的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全国性
的斗争高潮，基本上实现了倒袁的预期目标。这说明民主共
和观念确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难点分析

袁世凯得以实现专制独裁统治以及其迅速垮台的原因是本课
难点。在学习辛亥革命时，学生知道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
思想深入人心，因而在学习袁世凯得以实现专制独裁统治时，
学生会对前面学过的知识产生疑惑，既然民主共和思想已深



入人心，为何还会出现复辟帝制现象？复辟帝制正反应了辛
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不彻
底。而复辟帝制的迅速垮台恰恰说明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
心。讲清这一问题，在学习后面的张勋复辟时，学生就较容
易理解了。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指导学生阅读课本，通过学生对袁世凯由独裁到复辟帝制
的史实的掌握，提供学生分析、认识史实的依据。

2．列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兴起纪事年表。

3．启示学生思考、分析、讨论以下问题：

（1）袁世凯为建立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采取了哪些手段？其
中北洋军起了什么作用，启发学生认识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观
原因。

（2）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现帝制？启发
学生认识中国社会现状的客观原因。

（3）袁世凯复辟失败说明了什么问题？引导学生从史实中理解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懂得民心不可违，感受历史发
展潮流的伟大力量。

教学设计方案

第一节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重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护国运动

难点：袁世凯得以实现转制独裁统治以及其迅速垮台的原因

教学过程



一、袁世凯专权

明确指出：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之后，南北方只是在形
式上统一，但在政治上仍处于对峙状况。北方各省基本上处
于袁世凯控制之下，南方大多省份实际上处于同盟会的控制
和影响下。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后，破坏《临时约法》，
控制内阁，加强北洋军，削弱革命军，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并且派人刺杀宋教仁，从而导致了反袁的二次革命。

二、二次革命

1912年8月，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是联合中间力
量，造成中国第一大党，以夺取国会中多数席位，建立以国
民党为中心的内阁。二是企图通过民主手段建立责任内阁，
以保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实施，把中国政治纳入资产
阶级共和制的轨道。但是这一行为，阻挠了袁世凯的独裁。
因此，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
组阁，扑压革命势力，并派北洋大军南下，从而导致二次革
命。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维护民主共和，反对
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武装斗争，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但是由
于革命党人力量涣散，北洋军阀力量强大而失败。

三、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称帝采取了哪些手段？可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归纳：
两面派手法，唱拥护共和的高调，行独裁专制之实。政治暗
杀手段，武力镇压，先发制人，镇压二次革命。强迫国会选
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独断专行，解散国民党、国会，废《临
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使其独裁专制披上合法
外衣。

通过上述分析进而归纳袁世凯称帝的原因是什么？可概括为：
袁世凯掌握强大的北洋军；帝国主义的支持（以袁世凯与日
本签订《二十一条》为例，目的在于换取日本的支持）；资



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袁世凯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复古尊
孔”，为复辟大造思想舆论。

四、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恢复了中华民国的
国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护国运动胜利了。但是，护国运
动并未-北洋军阀的统治，更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所以，依然失败了。然而，护国运
动说明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从另一方
面说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五、小结

本节由始至终贯穿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北洋政府之间维护民
主共和与坚持独裁专制的矛盾与斗争，其斗争的实质是资本
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是顺应历史潮流前进与逆
历史潮流搞倒退的斗争。同时，向人们展示：任何违背历史
潮流的逆行，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遭到历史的征惩罚。

教学设计思想

通过阅读课本、制作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斗争纪事年表、思
考讨论：袁世凯为建立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采取了哪些手段？
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观原因？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什么能够
在中国实现帝制？袁世凯复辟失败说明了什么问题？等问题，
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课本、设计一系列问题，体现教师的主导
作用。

板书设计



第三章 第一节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一、袁世凯专权

1.政治：控制内阁

2.军事：削弱革命军

二、二次革命(1913年)

1.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2.宋教仁案

3.善后大借款

4.二次革命的发动与失败

三、袁世凯称帝

2.袁世凯独裁

3.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4.袁世凯称帝

四、护国运动

1.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讨袁

2.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

3.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



历史必修三专题总结 历史工作总结篇四

(1)中国第—部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2)《诗经》经孔子整理编定，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
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

(3)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想象奇特，具有浪漫主义风格，
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骚体”。

2、唐诗

(1)唐诗繁荣的原因：

a唐朝文明开放与繁荣的社会环境。

b科举考试中以诗赋为主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2)代表人物及作品：

a初唐的诗人有王勃、陈子昂等。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b盛唐诗人：

高适的“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岑参的“四
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都洋溢着豪迈的气概;孟
浩然、王维的山水诗，景物如画，意境幽深，孟浩然的“野
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
中”，都富于诗情画意。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是唐诗发
展繁荣的丰碑。李白以浪漫主义的创作，赢得“诗仙”的美
誉;杜甫以现实主义的“诗史”，被誉为“诗圣”。

c中唐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创作了大量平实浅近，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