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甲骨文与青铜器教学设计 青铜器
与甲骨文教案(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甲骨文与青铜器教学设计篇一

1.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夏、商、西周时期
我国以青铜文明为代表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基本史实。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夏、商、西周时期的
奴隶制文明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一脉相承。

2.过程与方法：

(1)教师指导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动手上网查资料，
搜集史料，体会夏商周青铜文明的辉煌。

(2)通过合作讨论，得出正确结论。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本课，学生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激
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人生观。

“青铜器的高超工艺”是全课的重点子目。

正确地理解“青铜文明”这一概念是本课的难点问题。



1.启发式教学结合网络教学

2.自学探究式学法

多媒体和网络教学

1.导入新课：出示一组“三星堆”文化图片，进而引导学生
初步了解商周时期青铜文明的基本概况。

2.打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的图片供学生讨论，了解夏商周
青铜器的高超技艺，运用物理和化学知识分析青铜器的制作
成分和制作工艺。并要求学生用橡皮泥或胶泥制作一种器皿，
引出夏商周陶瓷，玉器制造业也很兴盛，体会劳动人民创造
历史的艰辛，通过实践提高感性认识。

3.以“同学们日常生活中常吃什么”？导出夏商周农业和畜
牧业的发展情况，得出当时的农牧业已相当发达的结论，这
个时代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便被称作“青铜文明”。

4.设置二个动脑筋题：

（1）组织学生讨论：“谈谈你所认识的青铜文化”，全面了
解青铜文化，认识是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繁荣，
形成了夏商周灿烂的青铜文明。

（2）提出“你认为谁是辉煌灿烂青铜文化的创造者？”问题，
供学生讨论，明确青铜文明代表夏商西周高度奴隶制文明。

5.教学小结：要求学生自行设计本节课的知识结构，体现知
识的整体性。

6.课堂验收：摘星星专栏，以多种方式使学生掌握本课知识
重点。为进一步发散学生的思维，提出问题“你认为我国是
世界文明故国吗？”学生大体了解什么是文明古国，并和其



他世界文明古国横相联系，增强民族自豪感。

附：板书设计

青铜器的高超工艺

1、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出现青铜器；

3、与商周同期，在我国西南的成都平原，也盛行一种青铜文
化，即“三星堆”文化。

甲骨文与青铜器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通过对甲骨文的学习，明白它们的含义，学会辨认甲骨文字
体，知道汉字的演变，了解汉字与甲骨文渊源。

通过学习司母戊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成就。

教学重点 

学生学会辨认甲骨文，了解汉字与甲骨文渊源；知道司母戊
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成就。

教学难点

如何使学生理解汉字与甲骨文渊源关系，认识商代青铜铸造
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国力盛衰问题。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师：中国是亚非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是创制了文字。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我
国的汉字在世界语言文字的历史上独树一帜：它结构复杂，
被誉为方块字。它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
一种文字，在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中，汉字是其中一
种。你想知道我们今天的汉字是怎么来的吗？我国有文字可
考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请打开书46页，我们一起
学习“第九课 甲骨文与青铜器”

板书：

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师：就目前的考古学成就来看，我们今天的汉字源于商代的
一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顾名思义，叫做甲骨文。先
来看两幅图片：这是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牛骨；教材中还有刻
有文字的龟甲。它们距今至少有33xx年的历史了，很古老，
很神秘。

设问：关于甲骨文，你最想知道什么？

师：总结：同学们求知的欲望很强，提出了很多疑问。甲骨
文自发现以来，已经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甲骨文学，很多问
题不是我们今天一节课能够解决的。归纳起来，我们比较关
心的核心问题是：

1.甲骨文在哪里出土的？

2.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

3. 甲骨文记载了什么内容？

4. 甲骨文的发现有什么重大历史意义？



师：　

1.介绍殷墟（略）

2.补充清末王懿荣的小故事（略）

3.现在出土的甲骨文有十几万片，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
有5000多个，考释过的有多个。那么甲骨文里到底记载了什
么内容呢？要知道甲骨文的内容，首先必须了解商代贵族王
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那就是占卜。王室贵
族遇事无论大小，一定要占卜定吉凶。在按占卜的结果安排
活动。

可问：为什么要占卜？（答：因为当时科学不发达，人们迷
信鬼神）

可简单补充如何占卜。（略）

师：所以甲骨文实际上是卜辞，它里面记载了商王的活动和
一些政治，经济情况，非常具有历史价值。

我们今天的汉字，是由甲骨文发展来的；甲骨文是象形文字，
一些简单的形象性强的，我们也能认识。

下面我们作个猜字游戏：

你认识这些甲骨文吗？它们是今天的哪些汉字？

师：板书：二 .闻名于世的青铜器：

设问：其实，商代留下的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文明成就不
止甲骨文，还有闻名于世的青铜器。

师：



1. 首先应该明确商代是青铜铸造业高度发展时期。

2. 什么是青铜器？

3. 青铜器的种类有哪些？

4. 不同种类的青铜器调配铜和锡的比例是一样的吗？。

5. 

6. 代表作：司母戊鼎

设问：假设你是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你该怎样向参观者介
绍这件文物？请写出简介。不超出80个字。

师：请哪位同学自告奋勇做解说员？

7. 这样大型的青铜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说明了什么？
（主要教师讲解制造过程）

师：总结：青铜器的产量和质量折射出国力的盛衰。技术精
湛，气势宏大的司母戊鼎正是当时那个时代辉煌灿烂文明的
象征。今天，司母戊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21世纪来临之际，
党中央铸造了司母戊鼎的复制品，命名为“中华世纪鼎”，
作为中国人民迎接新世纪的礼物送给联合国，现以被永久收
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甲骨文与青铜器教学设计篇三

按传统的方法上这节课用时不超过15分钟。《甲骨文与青铜
器》一课专题性很强，就两个子目，针对此情况设计了质
疑——解疑环节，第一子目的学习完全通过学生的自学来完
成，教师只是适当加以点拨，让学生的课下自学有反馈，实
践证明，生生互动有时比老师牵着学生动要好得多。



在甲骨文的学习里，教师用生动的小故事，引入甲骨文的'发
现，能够很快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然后通过视频深入导
入问题，拓宽认知。

本堂课教法有三个亮点，一是在甲骨文的学习里，教师用生
动的小故事，引入甲骨文的发现，能够很快吸引学生的注意
和兴趣。有效地创设了情境。二是在教学中注重采用了启发
式教学方法，在具体操作中，教师注意“启”的适度性原则，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以此
进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三是通过三个系列的计算题目
的方式，让学生生动形象地体会到了司母戊鼎的独特之处，
以及商朝青铜器工艺的精湛，更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有趣味
性更有实效性。

不足之处是在教学中，出现了时间过长的现象，造成了拖堂
的现象，主要是青铜器部分的切入拖沓，早成了时间的占用
过多。

甲骨文与青铜器教学设计篇四

学习目标：

1、 学会辨认甲骨文和金文的字体，知道汉字的演变，，了
解今天的汉字与甲骨文的渊源关系。

2、 通过学习司母戊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成就。

整体感知：

阅读本课导言,熟悉本课框题.

学案导学：

（一）自主学习



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完成下列填空：

1、 甲骨文：______时出现的刻在________和________骨上
的文字，记录和反映了________的活动和_______朝的政治、
经济情况，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2、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_______朝开始。

3、 青铜器：青铜器是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的
合金，______朝的代表作____________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
最大的青铜器。四川三星队出土的青铜人立象，反映商代巴
蜀文化。

（一） 合作探究

自读课文，讨论回答以下问题：

1、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那时的文字记载了什么内容？

3.你知道目前世界上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产生于我国哪个朝
代？

课堂检测

1、我们今天的汉字时从什么发展而来的（    ）

a 竹.书        b 帛书   c 甲骨文     d  金文

2、下列关于甲骨文的表述，那一项不正确（     ）

a 主要是刻在龟甲上卜辞

b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c我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从上朝开始

d甲骨卜辞主要记录和反映了商周时期奴隶生活状况。

3、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    ）

a黄帝      b  夏朝      c 商朝         d  西周

4、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是在（    ）

5、“青铜文化”时期大体上相当于我国的（    ）

a原始社会初期    b  原始社会末期   

c奴隶社会形成和繁荣时期 d  奴隶制到封建制变革时期

6、举世文明的“三星堆”文化主要覆盖地区是
（      ）

a中原地区    b  长江下游     c 成都平原   d  江汉平原

7、以下哪一项不符合“青铜文明”的表述

a只有青铜铸造技术         b   手工艺以青铜铸造为主

8、夏商西周时期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创造者 （    ）

a奴隶主     b  贵族     c  奴隶     d  平民

10、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    ）

11、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是：（    ）

12、下列不是青铜器合金的是：（    ）



13、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被称为_____________，
重800多公斤，是_____朝青铜器的代表作。

甲骨文与青铜器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明白甲骨文、金文的含义，学会辨认甲骨文和金文的字体，
了解今天的汉字与甲骨文的渊源关系。

学习司母戊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成就；通过对司母
戊鼎等青铜器的铸造过程或用途的想像培养自己的历史想像
能力。

过程与方法

通过“甲骨文——汉字，汉字——甲骨文”的正反两方面的
推理论证活动，增强对今天的汉字与甲骨文的渊源关系的认
识。

积极开展收集青铜器相关图片及有关资料的活动，通过展览、
讲解、想像，加强对青铜艺术这一中华文化瑰宝的认识。

通过对司母戊铜方鼎铸造过程的模拟想像，能分析总结出中
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协同合作的精神。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形状奇伟，花纹瑰
丽”的商朝青铜器是“上古文明世界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
之一”(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语)。通过本课的学习，能真的地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



史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是白高度智慧的”(语)，从而增强民
族自豪感，加强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

教学重点：

要求知道甲骨文和金文等字体的区别，了解汉字的演变；知
道司母戊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成就。

教学难点：

如何理解甲骨文和汉字的渊源关系，怎样认识商朝青铜铸造
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1、搜集相关的甲骨文资料，并掌握它与今天汉字的渊源关系。

2、根据教学内容制作相关的教学课件：

(1)音乐资料，f4演唱的《流星雨》；

(3)游戏活动中需要的猜谜字牌。

学生准备

1、搜集甲骨文、青铜器的相关资料并掌握相关知识。

2、搜集日常生活中由铜、锡、铅制成的物品。

3、课前学会书写较为简单的甲骨文。

教学方法



1、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鉴于本课教学内容较少、形式较为
单一的特点，针对不同的教学环节设计了相关的游戏内容，
以此调动学生的兴趣。此设计力图体现“人本思想”，将人
的喜悦，人的感受放到第一位，使学生体味学习的乐趣、发
现的乐趣。

2、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在具体操作中，教师注意“启”
的适度性原则，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分析和
归纳能力，以此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的培养。

3、多媒体、多信息渠道教学方法的应用：

(1)从影、音、像多角度切入情境，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
声；

(2)多种教学方式的穿插使用，包括猜字游戏、解答数学题、
判断正误、模拟空间、评选最佳工程总监等环节。

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