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初中历史教学设计一等奖(汇总8
篇)

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语法和拼写错误，并进行必
要的修正。编辑时要符合文章所属领域的规范和要求。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的编辑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启示。

人教版初中历史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知识与技能：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北魏孝文帝改
革的原因、内容及作用，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能力。

2、过程与方法：层层设问启发激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通过合作学习、发现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方法突破对重难点
的学习。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北魏孝文帝改革所推动的北方民族大
融合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从而初步树立维护民族团结和
祖国统一历史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北魏孝文帝改革

难点：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如何加速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教学方法]讨论-引导-活动探究法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

公元420年开始，我国南方经历了哪几个朝代?都城在哪?历总
称什么?

二、导入新课

北魏统治北方时期，民族融和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原因是
什么呢?历的孝文帝改革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
用呢?今天这节课就要解答这些问题。

三、探讨新课：提问：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处于什么状态?

设问：结束北方混乱局面的是哪一政权呢?(学生答)正是鲜卑
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北魏政权。

1、你知道吗，北方是怎样统一和融合的?

下面大家阅读课文，分组解决以下问题，并且每个学习小组
还可以围绕主题提出你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来共同探讨解
决?(时间五分钟)

鲜卑族是如何兴起的?北魏政权是何是建立的?北魏是怎样统
一北方的?是在何时?结合课文的图文资料谈一谈这种变化对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冲击。

2、北魏政权为什么要迁都呢?

3、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a：政府规定，官吏按季度领取俸禄，严禁_;

b：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



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c：北魏孝文帝于494年迁都洛阳，并要求鲜卑人采用汉姓、学
说汉话、改穿汉服，提倡同汉族通婚。

意义：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孝
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

四、学习小节：北魏统一北方后，在黄河流域出现了民族大
融合的趋势。孝文帝顺应这一趋势，在其统治区域内进行改
革，加速了北方各民族封建化的过程，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
的融合。

五、活动与探究

阅读教材中的自由阅读卡，找一找：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现象还有哪些?写一份微型历史专
题报告。

附：板书设计

一、北方的统一和融合

1、北魏建立;2、统一北方;3、融合的概况

二、迁都洛阳：

1、迁都的原因;2、迁都的作用

三、孝文帝改革

1、历史背景;2、主要措施;3、历史作用

四、北朝的形成



人教版初中历史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其实我们的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
自然科学等都有历史的影子。历史知识与青少年的探求心理
是如此相似的，那么，历史教学过程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其
中关键离不开老师的正确引导。这种联想式教学方法。就是
符合青少年心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之一。

这种方法力求做到将历史贴近学生，贴近当代，使学生认识
到历史时刻在我们身边，并不是高不可攀，惶不可及的东西。
这种联想式教学法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温故知新”。

首先温历史之“故”而知新。例如，要讲中国的改革开放，
可以先通过商鞅变法的例子来分析。商鞅变法得到多数人的
支持的史实，使学生体会到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
是秦国统一大业的需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古今同理，
结合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这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拥
护、支持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
势下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这样通过温习以
前的旧知识来理解、深化当前新知识，还可以巩固旧知识。

其次温其他科之“故”而知新(联系各学科的知识)。历史包
罗万象，涉及中学的所有科目。如关于商鞅变法的例子，还
可以联系到语文中的典故：“徙木赏金”、“立木为信”。

数学方面，有圆周率的计算者祖冲之等。语文的课文背景是
历史，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的发展的历程，是历史;历史
的思维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属政治的范畴;地理与历史
更是息息相关。再次温课外知识之“故”而知新。这
个“故”不是所有学生都了解，但恰恰是这一点是最能激发
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最让学生有自我实现的空间，
而且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
系。



例如，讲到英国侵占西藏地就可以提到《红河谷》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表现西藏民风的纯朴，武器的落后，但这种武器并
没有使他们屈服于列强，而更激起他们捍卫民族，捍卫国土
的高尚气节。讲到华盛顿创建美国的赫赫战功，同时谢绝连
任，就可以提到当今热点布什再次当选总统，但美国历史上
没有连任三任的总统的贯例。讲到《文学艺术》部分，可以
提到中央2套的《鉴宝》，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
还可以起到保护中华文化遗产，这也是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利用这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可以使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还可以利用学生的想象力，补充老师讲述的不足，便于更好
地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迅速掌握新知识。

由此也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学生的有意注意，活
泼课堂气氛。还可以培养学生利用掌握的知识独立思考获取
新知并作出判断的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
神，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能力。

也可以帮助他们疏理已知知识，而且可以纠正他们掌握的不
正确的历史信息。可以激励他们多渠道的获取新知识，可以
巩固旧知识;甚至可以给他们表现自我的机会。但利用这种教
学方法，作为老师首先要充分，准备不然有时会无法回答学
生提出的问题，有时还会控制不了局面。作为老师更要多渠
道的了解时代信息。不过不要过多的引用课外知识，要善于
引导学生用可能短的时间回答出要点。

以上这些只是我个人在从事历史教学过程中的一点心得体会，
说出来，与大家共勉。

人教版初中历史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第一单元 中华文明的起源(1—4课)

[知识与能力]



以教材中课文出现的基本人物、事件、时间和提示为对学生

应掌握知识的要求;其他只要求一般了解。

[过程与方法]

1、以多种角度来训练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初步
运用能力;

2、将阅读、听讲、识记三方面材料综合起来的思维能力及独
创、灵敏是思维品质的培养;

3、口头表达能力的锻炼。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起源;

2、了解国家兴衰、个人成就、个人成败的原因。

[重点] 我国的原始人类

[难点]历史人物的作用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相互关系。

[课时]5课时

[课型]新授课、活动课、讲评课

[方式与方法]综合启发式教学

[教具]地图册、我国原始人类相关多媒体、考古新发现图

第1课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了解人类历史的起源;(2)掌握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元谋猿
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距今年代，氏族
生活的特点。(3)培养学生的读图和识图能力、比较分析历史
事物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总结出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的代表，读懂
图表、文字材料并从中总结规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起源地
之一，增强民族自豪感。(2)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起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我国最早的人类、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活和生产状
况

难点：远古居民的生存方式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
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具]地图册、我国原始人类相关多媒体、考古新发现图

板书设计：

第1课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一、元谋猿人：最早、170万年

二、北京人：时间：70---20万年

生活方式：群居生活

发展水平：用天然火

三、山顶洞人：时间：1.8万年

生活方式：氏族生活、工具进步

发展水平：人工取火

[授课过程]

教学内容 教法、学法

导入新课：

一、我国最早的人类

元谋人 距今170万年 中国最早的人类 多媒体展示女娲造人
的民间故事,询问学生：谁能讲一讲民间故事女娲造人的传说，
以此导入。可问学生：西方人类起源的传说。

鼓动学生争先回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集体回答还是单人
回答。

简单介绍考古的一些知识，如化石、定年方法等。

教学内容 教法、学法

二、北京人



发现时间：1929年

发现地点：北京西南周口店

生存年代：20—70万年

体貌特征：手脚分工明显、残留猿的某些特征

生活状况：群居生活

生产水平：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使用天然火

三、山顶洞人：

时间：1.8万年

生活方式：氏族生活、工具进步

发展水平：人工取火

小结：总结本节课学习的三个远古居民的代表。

巩固练习：(见课件)

作业：(见课件) 多媒体展示北京人头部复原图和思考题：读
课文找一找北京人发现的时间、地点、生存年代、体貌特征。

学生共同回答时间、地点、年代，分组讨论根据头部复原图
得出的体貌特征。

多媒体展示北京人生活想象图和阅读要求：北京人过怎样的
生活?为什么?要求学生分组讨论。

多媒体展示问题：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提
示可以按时间顺序，也可以按衣、食、住、行的顺序。



多媒体展示问题：想一想，北京人是怎样得到火的?

问：读第5页小字，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多媒体展示：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的分布图。说明了什么
问题?学生回答。

读第5页最后一段，找出山顶洞人的生存年代和体貌特征。学
生回答。

多媒体展示：山顶洞人的头部复原图和北京人的头部复原图，
比较两种居民的差别。

读第6页第一、二段，多媒体展示：山顶洞人的生活复原图及
其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分析山顶洞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学生回答。

多媒体展示问题：动脑筋，海蚶是生活在海里的。在山顶洞
人人的洞穴中发现海蚶壳说明了什么问题?你是怎样看的?学
生分组讨论后回答。

多媒体展示：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以此为本节课的板书设
计。在展示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共同回答。

多媒体展示：设计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分组抢答的形式。

多媒体展示，鼓励学生自己动手。

第2课 原始的农耕生活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我国原始农耕



经济的主要情况，使学生了解中华文明处于起源阶段时原始
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而认识其发展对中国远古时代社会
进步的重要意义。

2、过程与方法

本课教学用具是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谈话
法，设计探究问题与学生质疑相结合。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同创造出我国原始农耕文化的先民
们在自己劳动成果中体现出的智慧与淳朴的情感，进而促发
或增强学生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之心，对中华民族祖先
的尊敬之情。

[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

难点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的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这些概念
和结论。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
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具]地图册、我国原始人类相关多媒体、考古新发现图

[教学设计]



1导入新课

课本“引言”中伏羲氏教民熟食、结网捕鱼和神农氏教民播
种五谷的故事，然后学生带着问题预习课文，进入学习状态。

2.探究过程

(1)教师出示探究问题：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
仅靠在野外“采集”食物为生有哪些不便之处?(受季节变化
和天灾影响大，食物来源不充足，需要不断迁徒，等等)，然
后引出获得固定的食物来源怎么办的问题，从而得出开始农
耕生活是原始人类改善生存状态的关键的认识。

(3)展示历史图片：观察在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成就
中，有哪些农耕经济现象?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如何：原始农
业中的生产工具与产量的关系，原始农业与渔猎的关系，原
始农业与饲养业、手工制陶和纺织的关系，生产、生活与原
始艺术和早期文字的关系，原始陶器和纺织与定居生活的关
系等。

(4)利用《我国原始农耕时代主要遗址图》，学生指出河姆渡、
半坡、大汶口的具体地点后，启发学生观察、分析该时代文
化遗址分布的情况，寻找分布特点。

(四)巩固小结

1.出示话题：我国的原始居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愿意生活
在那个时代吗?为什么?(根据老师展示的历史实物图片，学生
发挥想象力，任意选择一种居民设计、表演他们一天的生活)

2、小制作：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出一个经济实用的
表格，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类，明确农耕经济中的劳动分工。

(五)推荐作业



1、制作与本课农耕经济有关的自由阅读卡，可以是神化传说、
历史故事，诗歌，也可以是农耕小知识。

2、有条件的学生，可以到农村感受一下农民耕作的苦与乐。

附：板书设计

一、河姆渡的原始农耕

1、时间---距今7千年 2、生活位置：河姆渡居民位于长江流
域

3、农业：河姆渡居民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
的国家。

4、河姆渡居民会建造房屋，还会开挖水井。

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

1、时间---距今五六千年

2、生活位置：半坡居民位于黄河流域

3、农业：半坡居民种植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

4、半坡居民会制造彩陶。

三、大汶口居民

1、时间---距今四五千年 2、地点---山东大汶口

3、在后期，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

第3课 华夏之祖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通过学生了解远古传说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概况，培养
学生搜集信息的能力、快速阅读历史知识的能力及归纳概括
的能力等。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认识到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黄帝是华夏族的人文初祖，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增强民族意识。

方法：采用讲述、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方法

[重点和难点]

重点：黄帝对人类的贡献;夏朝的建立

难点：为什么说黄帝是“人文初祖”?“禅让制”的含义

突破重点、难点的方法：

让学生列举大量的远古传说，展现黄帝对对中华文明的杰出
贡献，揭示“黄帝是人文初祖”。

[教学资源] 结合本课主题自制幻灯片若干张教学挂图等。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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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三国末年至南朝历史发展的
大概脉络：包括西晋的兴亡、少数民族的内迁、东晋的简单
概念、前秦和淝水之战、南朝的简单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
本课的学习了解这一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开发的状况。

[重点和难点]

淝水之战和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本课的重点内容

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本课的难点。

[教法]讨论法、问题导学法

[学法]引导学生理清本课的基本线索。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学设计]：

一、复习提问上节内容：三国建立的基本情况

二、导入新课：

回顾上课的内容，想一想：三国鼎立局面能否长久?为什
么?(学生各抒己见)

三、讲授新课：

1、西晋的兴亡和内迁的各族



既然三国不能长久，那是怎样结束的?(学生读书思考并回答)

说一说，西晋是如何建立的?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长吗?

想一想：为什么西晋是个短命王朝?(学生讨论，引出少数民
族内迁)

分析：民族内迁的意义。(课外延伸)

2：淝水之战

用成语故事草木皆兵引出淝水之战。

学生读书回答：这场战役的交战双方、各自拥有的兵力、最
后的结果

如何?战后南北双方状况如何?引出东晋、南朝的建立。

动脑筋：苻坚拥有八十万兵力，却不能统一江南，这究竟是
为什么?

3、江南地区的开发

根据你的所见所闻，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南方和北方哪个地区
经济更发达?

南方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比北方发达呢?看一下古代南方经济
的发展情况。出示材料(材料一：见课本提示框。材料二，见
课本p129。)

引出江南地区开发的有利条件(地理条件、政治条件)和江南
经济发展的表现。

四、全课小结：指导动手学生整理本课的历史线索。



五、作业设置：想一想，江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
能得到开发?

附：板书设计

一、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都：建康

二、从420年到589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些
朝代都在建康，历总称南朝。

三、江南地区的开发：

原因：

a：北方人南迁，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

b：南北人民共同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开垦了许多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