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初一历史贞观之治教案(大
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初一历史贞观之治教案篇一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
统治等基本史实，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唐朝的历史奠定基础。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二帝的开明
思想及其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从中体会到杰出人
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一定推动作用。

[重点和难点]

本课的重点是“贞观之治”。

难点：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作出恰当
的评价。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具]地图册、唐朝相关多媒体、唐太宗、武则天人物图

[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隋朝大运河开凿的目的、起始位置。

2、导入新课：

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理解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激化了社会各
种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在农民起义过程中，618年，
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
太原起兵，618年攻占长安，建立唐朝。

3、讲授新课：

一、唐朝建立和贞观之治

1、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都：长安，李渊就是唐高祖。

2、继唐高祖之后，李世民做了皇帝，年号贞观。李世民就是
唐高祖。

3、他吸取隋亡的教训，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
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统治才能巩固。

4、唐太宗以善于用人和重视纳谏著称。他任命富有谋略的房
玄龄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人称他们是“房谋杜
断”。

5、唐朝时沿用并发展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以进士
科最为主要），唐太宗重视文化教育，大力兴办学校。



6、唐太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国力逐步强
盛，历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一目是本课的重点，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唐
太宗开明的治国思想。二是唐太宗治国的政策和措施。三是
治世局面的形成。可以先由教师讲清“贞观之治”这一概念。
然后展示唐太宗画像，简介唐太宗其人，指出他亲眼目睹隋
朝的覆灭，亲身参加反隋斗争，认识到君民关系如同舟水。
和学生一起讨论这段话的含义后，教师小结：由于唐太宗对
君民关系认识较为深刻，贞观年间，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就
是依据这一思想而制定的。

二、女皇武则天：

三、开元盛世：

武则天之后玄宗即位后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
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四、全课学完后请学生就本课内容，谈谈对唐太宗和武则天
统治的看法。

五、教师小结：

唐太宗、武则天都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唐
朝的繁荣强盛，对他们的统治应给予肯定。

六、问题探究：

想想上学期所学的历史知识，比较一下唐太宗和汉文帝有什
么共同之处?

七、作业：

制表：设计表格，列出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



附：板书设计

一、唐朝建立唐朝，立和贞观之治

1、618年李渊称帝，建都：长安。

2、继唐高祖之后，李世民做了皇帝，年号贞观。李世民就是
唐高祖。

3、唐朝时沿用并发展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以进士
科最为主要），唐太宗重视文化教育，大力兴办学校。

4、 “贞观之治”。

二、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我国历的女皇帝。

初中初一历史贞观之治教案篇二

知识与技能：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基
本史实。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评价唐太宗和
武则天的统治，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
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重点：“贞观之治”、“女皇武则天”

难点：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做出恰当
的评价。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学生漫谈“你所熟悉的武则天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1、在课前谈话基础上展示武则天画像，简介武则天经历，强
调唐朝的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教师出示探究问题：郭沫若评价武则天的统治“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为什么如此评价？贞观之治1、唐朝的建立和李
世民即位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思考“为什么如此繁盛
的隋朝会二世而亡呢？”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概括出武则天的统治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教师简评
并衔接新知识：武则天的统治，上承“贞观之治”，下
启“开元盛世”，她确实是个治国之才，不失为一位有作为
的皇帝、女政治家。

教师出示探究问题：郭沫若评价武则天的统治“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为什么如此评价？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概括出
武则天的统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
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教师简评并衔接新知识：武则天的统
治，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确实是个治
国之才，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女政治家。

“贞观之治”的局面出现在谁统治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治世局面呢？

贞观之治

（1）展示唐太宗画像，简介唐太宗其人，讲清“贞观之治”
这一概念。

（2）出示探究问题：你认为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学生先阅读课文，分小组合作，讨论学习，再推选发言人全
班交流。

教师在学生探究学习的基础上，因势归纳出四个方面：

设计表格，列出并比较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

试评价唐太宗、武则天的统治。

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唐
太宗、武则天的开明思想及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
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课后小结

通过比较隋朝与秦朝，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都结束了长期
分裂局面，统一全国，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都在政治上创
立了新的制度，秦朝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隋朝创立
了科举制；都有影响深远的伟大工程，秦朝修筑长城，隋朝
开通大运河；统治时间都很短（都历经二帝），都因暴政而
亡国，都被农民起义所推翻。通过比较陈后主昏庸无道和隋
文帝的励精图治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国”的道
理。

课后习题

a、概括出武则天的统治；

b、你认为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c、试评价唐太宗、武则天的统治。



初中初一历史贞观之治教案篇三

一直以来，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
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在讲课时，只要是涉及到教材的有关内容，
我都会对知识的扩展。然而在我上的一堂课《贞观之治》中，
为了上好这一节课，我在网上找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史料，
同时也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有信心能讲好这一堂课。在这
一课堂上，我把我所找到的资料、史料全都运用到课件中去，
希望学生多从资料、史料中找出相关的历史知识，培养学生
的阅读和分析能力。上完这一节课，我信心满满，自以为很
成功。然而事实上效果远不如我所期望的。

学生对我这一节课有着看法：资料、史料太多，而课堂时间
有限，学生还没把资料看完，我就已经讲课，因此学生反应
不过来，教学效果就不是那么好。再加上初一年级的课不必
要讲述太多的课外知识点，最主要就是让他们掌握基础。学
生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所以事情并不是像
韩信点兵一样多多益善的，而是要把握一个度，教学内容要
适当，要看实际情况去定夺。

初中初一历史贞观之治教案篇四

知识与技能：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基
本史实。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评价唐太宗和
武则天的统治，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
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重点：“贞观之治”、“女皇武则天”

难点：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做出恰当
的评价。

多媒体工具



学生漫谈“你所熟悉的武则天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1、在课前谈话基础上展示武则天画像，简介武则天经历，强
调唐朝的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教师出示探究问题：郭沫若评价武则天的统治“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为什么如此评价?贞观之治1、唐朝的建立和李
世民即位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思考“为什么如此繁盛
的隋朝会二世而亡呢?”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概括出武则天的统治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教师简评
并衔接新知识：武则天的统治，上承“贞观之治”，下
启“开元盛世”，她确实是个治国之才，不失为一位有作为
的皇帝、女政治家。

教师出示探究问题：郭沫若评价武则天的统治“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为什么如此评价?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概括出武
则天的统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破
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教师简评并衔接新知识：武则天的统治，
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确实是个治国之
才，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女政治家。

“贞观之治”的局面出现在谁统治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治世局面呢?

贞观之治

(1)展示唐太宗画像，简介唐太宗其人，讲清“贞观之治”这
一概念。

(2)出示探究问题：你认为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学生先阅读课文，分小组合作，讨论学习，再推选发言人全
班交流。



教师在学生探究学习的基础上，因势归纳出四个方面：

设计表格，列出并比较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

试评价唐太宗、武则天的统治。

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唐
太宗、武则天的开明思想及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
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课后小结

通过比较隋朝与秦朝，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都结束了长期
分裂局面，统一全国，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都在政治上创立
了新的制度，秦朝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隋朝创立了
科举制;都有影响深远的伟大工程，秦朝修筑长城，隋朝开通
大运河;统治时间都很短(都历经二帝)，都因暴政而亡国，都
被农民起义所推翻。通过比较陈后主昏庸无道和隋文帝的励
精图治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国”的道理。

课后习题

a、概括出武则天的统治;

b、你认为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c、试评价唐太宗、武则天的统治。

初中初一历史贞观之治教案篇五

导语：“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



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教师资格招聘的考试内容吧。

各位考官大家好!

我说课的题目是《“贞观之治”》。对于本节课，我将从教
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等几个方面加以
说明。

《“贞观之治”》是人教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2
课的内容，本课介绍的是唐太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的政
治经济情况。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武则天“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的统治，使唐朝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
济发达的景象，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它
上承隋朝文明，下启盛唐新气象。应该说，学好《贞观之治》
是学好这一单元和整个唐朝历史的基础。再者，贞观之治上
承开皇之治，下接开元盛世。所以学好本课，还可以帮助学
生梳理掌握封建社会盛世这个专题知识，为当今构建和谐社
会提供借鉴。

七年级学生刚刚接触历史，知识层次，理解能力都不强。但
是他们对历史充满兴趣，对历史知识有无限的探索欲望。因
此在授课过程中要提供大量的学生感兴趣的材料，顺应学生
的特点，从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知识与能力】

了解唐朝的建立、“贞观之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基本史实，
理解唐朝出现封建盛世的原因。

【过程与方法】

通过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锻炼综合、
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从中体会
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历史杰出
人物的人格品质的感悟。

【重点】

“贞观之治”和女皇武则天

【难点】

评价李世民、武则天

新课程教学中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基于此，我将采用
如下的教学方法：讲授法、谈话法、图示法、小组讨论法、
史料分析法。

接下来我来说说教学过程，以践行前面对本课的分析与设计。
本课的教学过程主要包含了三个环节：导入新课、新课讲授、
小结作业。

(一)导入新课

在导入环节，我会采用视频导入法，在多媒体展示电视剧
《贞观长歌》片段，并提出问题：电视剧《贞观长歌》表现
的主要人物是谁?他是唐朝的建立者吗?他统治的时候，唐朝
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呢?在学生回答后，我就顺势引入到《贞观
之治》课程内容。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视频，能够给学生强烈的感观刺激，
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生迅速融入历史情景，同时我
设置的思考问题又增加了课程的悬念，有利于烘托课堂气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进入新课的学习。

根据教学内容，我将本环节分为3个部分。

1.出示隋炀帝实施暴政的相关材料，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内容
思考隋朝灭亡的原因，进而也复习回顾上节课的重点知识。

【设计意图】出示材料，分析问题，可以培养学生“论从史
出，史论结合”的历史意识;复习回顾上节课所学知识，能为
后面新知识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2.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唐朝的建立”这一子目的内容，请
学生划出唐朝建立的时间、都城、开国皇帝及后继者等。学
生阅读完毕后，很容易了解到唐朝建立的基本史实。为了增
加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我会以故事会
的方式讲述“玄武门之变”，并让学生明确唐太宗继位的时
间。

1.出示相关材料，请学生结合教材与材料内容，以历史小组
为单位，在5分钟的时间内去思考探讨问题：“贞观之治”的
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同时，提示学生可从治国思想、政治、经
济、用人和纳谏等方面进行讨论。学生讨论结束后，我会请
小组代表起来回答，并对他们回答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价和完
善。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讨论，可以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拓
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深层思维。同时，也能顺利突破
本节课的重点。

2.给学生播放“贞观之治”繁荣局面的相关视频，请学生结
合教材内容，说一说繁荣局面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设计意图】展示鲜活的`历史视频，能够给学生强烈的感观
刺激，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迅速融入历史情景。



第三部分：女皇武则天

1.展示武则天画像，强调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进而提出探究问题：郭沫若评价武则天的统治“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为什么如此评价?学生自主阅读课文时，我会走
入学生当中了解情况并指导，从而让学生明确武则天在位时
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措施。

【设计意图】提高学生自学的意识，培养学生归纳总结概括
的能力，突破本节课的重点。

2.出示问题：在你心中，你认为唐太宗、武则天是什么样的
皇帝?

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我会跟他们强调，评价历史人物
不能单凭个人喜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
展尤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设计意图】提高学生辩证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意识和能
力;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引导学生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从中体会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
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历史杰出人物的人格品质的感悟，
从而顺利突破本节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三)小结作业

1.小结：引导学生回顾本课主要内容。

2.作业：课下查阅有关唐太宗和武则天的相关史料或专著，
加深对这两位封建帝王的理解和认识。

【设计意图】通过提问的方式梳理本课知识结构，加深学生
对内容的整体印象，便于记忆和理解;开放性的作业，能充分
调动学生课后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能让他们通过进一步的



学习，加深对唐太宗和武则天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杰出人物
的人格品质的感悟。

根据历史课程的特点，我采取了列框架的板书形式，既简明
扼要，又条理清晰。这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以上是我说课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考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