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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隋朝的统一与灭亡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大运河的开通；科举制的兴起及影响。

教学难点： 通过学习探讨从隋朝灭亡中得到的正确启示。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隋炀帝下江南》）同学们，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课本上导入框中的这个故事：相传，

隋朝时扬州出现了一种绮丽的花，名叫琼花。隋炀  

帝知道后，急切地要到扬州去观赏。长安、洛阳到  

扬州路途遥远，那时陆路交通很不方便，他就发动  

数百万民工开通了一条大运河。隋炀帝乘着龙舟从  

洛阳直通扬州。龙舟有四层楼高， 一百多个房间，  

还有宽敞的大殿。但到扬州后， 他并没有看到琼花。 

通人性的琼花讨厌这个暴虐的君主，自行败落了，  

不让他看。隋炀帝大失所望。那么，隋炀帝专门为  

看琼花开通大运河可信不可信？但大运河又确实是  

在隋炀帝时开凿成功的，隋朝为什么能够完成这样

大的工程？今天我们就来学习隋朝的历史。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隋朝的建立和统一

1.（多媒体出示问题：隋朝建立的基本情况） 教师

讲述：隋朝建立和重新统一？

2.2. （多媒体展示隋炀帝的画像，出示问题：隋文 

帝的创举） 读教材，说说隋文帝采取了那些措施以

巩固统治

（1）经济：发展经济，编订户籍，统一南北币制和

度量衡制度。

（2）政治：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

（3）影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 

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大幅度增长，隋朝成为疆域辽

阔、国力强盛的王朝。

目标导学二 大运河的开凿

（一） 目的： 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 

全国的统治

（二）基本概况：从605 年起， 陆续开凿了一条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2.提出问题：大家仔细看图，说说大运河的最北端 

是哪一座城镇？大运河的中心那里？最南端是哪座

城镇？

师生一起回答： 涿郡，洛阳，余杭。

3.继续提出问题：大家可以依次说出大运河的四段

河流的名称吗？

师生一起回答： 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4.继续提出问题：联系所学，说说大运河联通了哪

几大流域？

师生一起回答：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5.继续提出问题：大运河的修筑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

师生一起回答： 大运河的开通， 加强了南北地区 政

掌握隋朝的建立与统一；掌握大运河的开通及意义；掌握科举制的创立过程和影响；从隋朝

灭亡的原因中得到启示。

讲述课文知识，让学生了解隋朝建立的基本概况；仔细地讲解大运河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

会识图看图；探讨隋朝的灭亡，培养学生从历史教训中得出正确的历史启示的能力。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和科举制的兴起的积极历史作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通过这

种人文精神的感染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复兴中华的情愫。

知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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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目标导学三 科举制的创立

1. （多 媒 体 展 示 以 下 两 则 材 料 ） 史 料 解 读 

2. （多媒体出示问题：科举制产生前，古代中国的 

举人制度） 根据材料一讨论科举制产生前的举人制

度及其影响

3. （多媒体出示问题：科举制出现的原因） 学生分

组讨论科举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4. （多媒体出示问题：科举制创立的基本情况） 回

归课本知识： 科举制创立的基本情况。

答案提示： ①隋文帝即位后，初步建立起通过考试

选拔人才的制度。

②隋炀帝时，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

确立。

5. （多媒体出示问题：科举制创立的影响） 总结历

史认识：科举制创立的影响。

三、课堂总结

隋朝是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朝代， 一统中华。开 

凿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 

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维护和加强国家政治的 

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大运河是隋代劳动人民对  

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本课还学了科举制这一专题， 

它从隋朝创立，唐朝完善，明清衰落，到1905 年废 

除， 共 1300 多年的历史。隋唐的科举制是今天考试 

制度的起源，它的创立目的是为了选官。今天的考 

试，有的仍是为了选官，比如“公务员考试 有的 

是为了选拔人才，如“高考 
”
、 “中考”；更主要的是 

演化成为一种评价我们知识能力态度的手段，时时

刻刻在发挥作用。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通过课堂归纳总结，从隋朝的兴亡中得出作为统治者应该如何施政和做人；引导学生了解科举制的诞 

生、完善、废除的过程，体会科举制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体会科举制对古代、对今天的现实意义，对 

中国、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引导学生认识到不管是古代的科举制，还是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都

是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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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形成的原因

教学难点： 如何帮助对学生正确的评价唐太宗。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虢国夫人游春图》） 这是一个

充满朝气的、伟大的、开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

代的人们，既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喜悦，也有

“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又有“一览众山小”

的凌云壮志。这个“充满朝气的、开放的、伟大的

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哪一个时代？（学生

回答：唐朝）这样一个开放的、强盛的、伟大的时

代是由谁开创的，它又是怎样发展和继续繁荣的

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唐朝，去探究这一历史之谜。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唐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

出现的原因

1.（多媒体出示问题：唐朝建立的基本概况） 教师

讲述：唐朝建立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618 年，

李渊推翻隋朝，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他就是唐

高祖。）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基本史实，通过分析唐太宗、唐

玄宗的执政措施和政绩，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本课教学以老师讲解为主，启发、引导学生思考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培养

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

通过学习，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 的道理。认识虚心接受他人正确意见的好处，  从唐

朝的强盛中，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为今天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发读书的决心；使学生认识

到唐玄宗前期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经济生产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居于当时世

界先进地位，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2.（多媒体出示问题：李世民登基的基本情况）教 

师讲述：李世民的年号和庙号是什么？（626 年， 

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他的庙号是

唐太宗。）

3. （多媒体出示问题：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读教

材，合作探究， 在唐太宗时期，出现贞观之治的原因。

（多媒体出示图片：从唐太宗的名言，他是如何得

出这个结论的，由此总结贞观之治出现的主观原

因）

（1）主观原因：他吸取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因

此，他勤于政事，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2）客观措施：①任用贤能。

②政治方面。③经济方面。  ④边疆管理。

4. （多媒体展示以下两则材料） 史料解读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                       —— 《贞观政要》



4

材料一：“（贞观）初期，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

犬不闻，道路萧条。 ”

5. （多媒体出示问题：贞观之治的影响） 根据材料

讨论唐太宗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如何？

答案提示： 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国力增强，文教昌盛，历史上称之为“贞观之治”

目标导学二 女皇武则天

1.图片展示（多媒体展示武则天画像）

2.教师只简要介绍武则天的情况即可 。（多媒体链

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的故事）

教师概要： 武则天成为皇后以后，与唐高宗共掌朝 

政。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已经做了皇 

帝的儿子，自己取而代之，   改国号为周。她是中

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目标导学三 开元盛世的开创

1. （多媒体展示以下两则材料） 史料解读

2. （多媒体出示问题：工业革命的影响） 根据材料

讨论开元盛世的表现

答案提示： 物美价廉；商业繁盛；人口增长；耕地

面积扩大等。

教师引导：为什么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出现了

如此繁盛的局面。分组讨论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3. （多媒体出示问题：材料中出现的盛世出现的原

因） 学生分组讨论唐玄宗采取了那些政策措施？

（1）主要措施：稳定政局，励精图治，重用贤能。 

（2）客观措施：①任用贤能。任用贤相姚崇和宋

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②政治方面。 整顿吏治，裁减冗员。

③经济方面。 发展经济，改革税制。

④文化方面。 注重文教，  编修经籍。

（3）结果。 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库充盈， 

民众生活安定，唐朝的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进人了鼎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三、课堂总结

唐太宗是中国封建社会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 

政治家。他在位时居安思危， 知人善任， 虚心纳谏， 

以人为本，减轻徭役，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局 

面——“贞观之治”，是一位明君。在这一课中我们 

还学习了唐玄宗前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由于唐 

玄宗励精图治，唐朝出现了繁荣局面，封建王朝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而在这其中，劳动人民

发挥了聪明才智，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力。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这节课我们“贞观之治”，了解了唐朝的建立，学习了唐太宗时期所形成的贞观之治，以及唐太宗之后 

武则天对唐朝的治理和对盛世的发扬。常言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么同学们学习了“贞观之治”这一

课，联系自身，你学到了什么，又从中获得了什么呢？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出现这个局面与唐初统治者知人善用分不开的。史书上也说：“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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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昌， 失贤则亡。 ”请结合唐太宗至唐玄宗时期用人方面的史实加以说明， 其中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3 课  盛唐气象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唐与吐蕃交往的史实；光耀千古的诗坛

教学难点： 艺术性、从历史角度去理解、欣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播放《爱我中华》，下图为拉萨布达拉宫）

学生应该很熟悉《爱我中华》这首歌曲。这首歌唱 

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表现了各民族爱我中华 

的强烈凝聚力，表达了人们团结一心、建设国家的

雄心壮志。

唐朝时候周边有哪些少数民族呢？繁荣开放的  

唐代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关系如何呢？唐朝“和同为  

一家”的民族关系是怎样出现的？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就会找到答案。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经济的繁荣

1.（多媒体展示以下历史图片） 史料解读

2.  （多媒体展示问题：唐朝经济发展的表现）  结合 

教材，要求分组学生从三个方面概括唐朝经济发展

的表现

（农业： 垦田面积逐渐扩大，  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

进；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手工业：纺织业品种繁多，蜀锦冠于全国；陶瓷器

生产水平也很高，越窑、  邢窑、唐三彩。

商业：商业十分繁荣，水陆交通发达，贸易往来频 

繁；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对称，街道宽敞整 

齐，商业繁荣，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

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目标导学二：唐蕃关系

1.（多媒体展示以下两张历史图片） 史料解读

教师讲述：吐蕃族的基本概况？ （吐蕃族生活在青

藏高原，是今天藏族的祖先。）

2.读图结合教材，要求学生概括松赞干布的情况

3.读材料三和课本知识，老师引导学生说出文成公

主远嫁的情况及其影响。

答案提示： ①情况：唐太宗时期，将文成公主嫁给 

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谷物种子、药

材、茶叶、工艺品以及历法、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

了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史实；掌握唐朝时期，唐朝与西藏的往来历史；掌握唐朝文

学方面的成就，重点掌握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

通过思考和概括盛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问题的能力；利用实物模

型、地图、 图片等直观教具辅助教学， 培养学生观察、想象能力； 通过诗歌了解极为大诗人。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这种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培养学生恶归纳能力

和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对唐朝诗歌的了解，使学生认识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

艺术极具特色，才华过人，而且热爱祖国，关心民间疾苦，具有高尚的情操和爱国情感，以

此教育学生做人应当德才兼备。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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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带去了很多手工工匠。

②影响：唐蕃和亲促进了吐蕃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也增进了汉藏 两族的友好关系。

4.读教材，老师引导学生概述唐朝民族政策和民族

交融的表现和影响

答案提示： 政策：开明的民族政策。

表现：①汉族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杂居、 通婚，民 

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②在朝廷中，有很多重 

要的官职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③西北、西南等地 

区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唐王朝保持着友好 

而密切的联系。④唐太宗得到周边各族的拥戴，唐

太宗被尊奉为各族的“天可汗”。

目标导学三 开放的社会风气

1.图片展示（唐朝唐朝戴帷帽女子骑马雕塑）

2.提出问题：结合图片和课本知识，说说唐朝社会

风气的特点？

目标导学四 多彩的文学艺术

2.分组讨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主要描写哪些

方面内容？

3.（多媒体出示问题： 通过朗诵,同学们感受到李白 

诗歌有哪些特点） 学生分组讨论李白、杜甫、白居

易的诗有哪些特点？

4. （多媒体出示表格：填写唐朝书法和绘画大家的

基本概况简表）

三、课堂总结

我们今天学习了唐朝与边疆各族的关系，认识 

到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民族友好交 

流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主要内容有：

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天可汗；唐与吐蕃的关系。

隋唐时期，我国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充分 

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说明中华民族 

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的勤劳 

刻苦和认真钻研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努力。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通过质疑释疑，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的探索精神。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的探索精神和合作能力。同时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教师起引导作用，在学生提问、回答过程中，适时、合理引导。

艺术家

颜真卿

欧阳询

阎立本

吴道子

代表作

《颜氏家庙碑》

《九成宫醴泉碑》

《历代帝王图》

《送子天王图》

作品特点

端正劲美，雄浑敦厚

方折峻丽，笔力险劲

形态各异，神形兼备

落笔雄劲，风格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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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唐朝与日本的交往、唐朝与天竺的交往

教学难点： 隋唐时期对外交往频繁的原因、隋唐的对外交往与今天的开放的区别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悉尼唐人街（上图）、日本唐人街 

（下图）） 图中为什么外国人会将中国人称为“唐  

人”？古代新罗、天竺、大食、波斯等国分别是指 

今天的哪些国家和地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 

在经济文化上早有密切关系。你知道隋唐时期两国 

交往的史实吗？你能举出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

的具体事例吗？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遣唐使

1.（多媒体展示《弘法大师行状绘词》）史料解读

（多媒体出示材料一地图：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

教师讲述：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是什么？ （吐为了

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

2. （多媒体出示问题：派遣唐使对于日本的影响）

结合教材，要求学生概括派遣唐使对于日本的影响

（他们把唐朝先进的制度、 天文历法、文字、典籍、

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等传 回日本， 对日本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标导学二 鉴真东渡

（一）开始

1.图片展示（多媒体展示唐招提寺图片）

2.教师简要介绍鉴真东渡的故事。（多媒体链接鉴真

东渡的故事）

3.提出问题：鉴真东渡对日本的有怎样的影响？

教师指出： 他在日本传授佛经， 还传播中国的医药、 

文学、书法、建筑、绘画等，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

了卓越的贡。

目标导学三 玄奘西游

1. （多媒体展示以下材料） 史料解读

2.学生抢答论天竺是今天的哪个国家（印度）

3.老师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回答玄奘的历史功绩

答案提示： （1）玄奘携带大量佛经回到长安，为中

国佛教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2）根据他的口述， 

成书的《大唐西域记》，是研 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

文献。

掌握唐朝和日本的关系、遣唐史和唐文化对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情况；

唐玄奘西游取经等史实。

通过对隋唐时期我国同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天竺等国的友好往来情况的学习，启发学生 

思考隋唐时期出现频繁交往高潮的主要原因，和这种友好交往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1.通过对鉴真六次东渡、玄奘历时 18 年的西游和历时 19 年的译经生涯中体现出的精神的了

解，激发学生积极上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2.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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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总结

唐朝国家安定强盛、经济文化繁荣， 对各国产 

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唐朝比较开放、宽容的对外政 

策给各国友好交流提供了机会。陆路和海路交通比

过去发达，为中外相互往来创造了条件。

一个国家只有强盛才有辐射力和吸引力，才可 

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乃至仰慕。 一个国家在确保主权 

独立的前提下，只有对外开放，鼓励交流，才会进

步。各国各族均有所长，应多向他人学习。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本课要达到的教学效果是要让学生明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我们能从唐朝的 

对外交往中得到很多启迪。第一，我们必须具备安定团结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同时， 

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高经济文化水平，这样才有条件投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其次，我们必须

学习唐朝有着广博的胸怀，传播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善于吸收他国之长，为己所用，有容人之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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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唐玄宗后期统治的腐败；唐朝的灭亡

教学难点： 唐朝的衰亡原因；五代十国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玄宗幸蜀图》图）讲述杨贵妃  

的死：唐玄宗一众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  

23 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愤怒，陈玄礼认为杨国 

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请李辅国转告太子想杀  

杨国忠的意图。这时吐蕃使者正率领 20 多人围堵杨  

国忠，抱怨没食物。有官兵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 ” 

杨国忠骑着马逃到西门，被众人杀死肢解，头被枪  

挑着竖在驿站门口。陈玄礼及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

贵妃。高力士劝说玄宗保军心安定，杀死杨贵妃。

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此后，玄 

宗入蜀。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 

划的兵变“。这就是《玄宗幸蜀图》的历史背景，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唐朝由盛世到衰败的过程，以

从中汲取教训。

二、 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安史之乱

（一）背景（原因）：

（多媒体展示唐玄宗的画像）学生探讨：安史之乱

爆发的历史背景？

（二）过程

（多媒体展示以下列材料） 史料解读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 15  万的兵力，拥兵边 

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 

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 

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 

名举兵叛唐。

1. （多媒体出示问题：安史之乱的基本过程） 教师 

讲述：安史之乱的基本情况。

（755 年，安禄山借口朝廷出现奸臣，和部将 

史思明一起发动叛乱。 763 年被平定）

2. （多媒体出示问题：安史之乱的影响） 读教材， 

学生回答：安史之乱的影响

目标导学二 黄巢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1.（多媒体展示黄巢起义图） 学生读教材和图， 抢 

答黄巢起义的背景和结果

2.（多媒体出示问题：唐朝灭亡的基本情况）教师 

讲述：宋朝建立的基本情况？（朱温陆续兼并了北 

方的大小割据势力， 907  年，建立了后梁政权，唐

朝灭亡。）

了解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背景；了解黄巢起义和唐朝灭亡的基本史实；把握五代十国形成

的原因和特点。

通过对唐玄宗统治前期和后期的比较，让学生体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导致不同的后

果，培养学生对比辨析、以史为鉴的学习能力。

1.通过对比，认识到统治者个人的作为，将直接影响历史发展的轨迹，甚至导致一个王朝，

一个国家的衰亡，让学生从中吸取教训。 2.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让学生理解维护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性。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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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学三 五代十国的更迭与分立

1.（多媒体展示以下材料）史料解读

材料： 五代十国，包括五代与十国等众多割据 

政权，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 自唐朝灭亡开始， 

至宋朝建立为止；也可以定义为到宋朝统一十国剩

余政权为止。

2.（多媒体出示问题：五代十国的历史根源）根据

课本知识，抢答五代十国的历史根源

答案提示： 唐朝藩镇割据。

2.五代十国的历史影响？

三、课堂总结

唐朝盛极一时，最后因为唐玄宗的奢侈腐化而 

导致了王朝的衰败，和接下来几百年的混乱，我们 

应该从唐玄宗前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中得到有益的启

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戒骄戒躁，始终如一。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本课主要再现了唐朝由盛世到衰败的过程，重点是记诵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难点是如何让学生在探  

究学习中得出正确的教训和人生观。在本课中，充分展示了唐玄宗统治后期的腐化，和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以此启发学生，让他们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在就是认识到五代十国虽然混乱不已，但其中仍然孕育着统一
的因素，从而意识到，统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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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北宋的政治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赵匡胤改革的措施；导致重文轻武的后果

教学难点： 赵匡胤集权措施的结果和影响。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手下得力大将，跟随周世 

宗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 

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官名叫殿前都

点检。禁军是后周一支最精锐的部队。

这段历史， 为多为后人津津乐道， 还成为一个成 

语“黄袍加身 
”
，  在此之后，赵匡胤是怎样统治宋朝 

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第 6 课 北宋的政治， 了解

一下宋太祖的政策得失。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北宋的建立

1.（多媒体展示宋太祖的画像 ）教师讲述：宋朝建 

立的基本情况？（960 年，后周禁军首领赵匡胤（宋 

太祖） 发动兵变， 改国号为宋， 定都东京（今开封），

史称北宋。）

目标导学二 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一）条件——吸取历史教训

1.教师简略地介绍，五代十国时期，政局动荡不 

止，王朝个个短命（多媒体展示五代十国存在的时

间图表）

2.教师需要讲讲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多媒体

链接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提示：他深知唐末以来武将专权的积弊，首先解除

禁军将领的兵权，  牢牢地控制了军队。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多媒体出示问题： 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根据材料说说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哪些？

答案提示： （1）军事方面： （2）行政方面： （3）财

政、司法方面：

2.教师结合五代十国的历史，说说在宋代，节度使  

的权力发生了哪些变化？ （可以做一个对比的表格）

3.这个改革给宋朝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目标导学三 重文轻武的时代

1.（多媒体展示以下材料）史料解读

了解哈赵匡胤建立北宋、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等基本史实；了解赵匡胤实施集权

措施的背景条件，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导致重文轻武的历史结果。

通过对赵匡胤为什么要实施集权的原因，和具体的措施的分析，培养学生总结归纳、抓住重

点的学习能力。

认识到赵匡胤的举措带来的问题——他的集权措施有失偏颇，导致宋朝的积贫积弱，从而得

我们做任何事情，要辩证地、长远的看问题的结论。认识到在封建时代，君主的权力是在不

断加强的，任何封建统治者都跳不出这个历史的铁律。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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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出示问题： 重文轻武的表现）根据材料

和课本知识，讨论宋朝重文轻武的表现

2. （多媒体出示问题：重文轻武的目的） 宋太祖重

文轻武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提示：防止武将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

3. （多媒体出示材料：宋朝发达的经济） 重文轻武

的后果，读材料：

4.读材料，说说宋朝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宋朝在历 

史上是一个军事上积贫积弱的朝代，结合材料，说 

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启发：国家在实施大政方针

时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三、课堂总结

史学家陈寅恪曾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 

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西方与日本 

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 

革命。  宋朝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从太祖立国， 

到逐步加强君主权力，重文轻武，开创了繁盛的经 

济文化时代，但也因为重文轻武，造成了宋朝积贫

积弱的社会状态，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本课主要再现了宋朝的建立和建立后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及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重点是记诵 

宋太祖采取的措施，难点是如何让学生在探究学习中得出正确的历史启发。在本课中，以材料为突破口， 

重在突出宋朝采取的那些集权措施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让学生在阅读材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和启发。因为 

本课采用了在强烈的材料对比，为学生创设了可思考的具体情境，让学生充分感受宋朝强与弱的反差，让
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误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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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契丹的兴起和与北宋的关系

教学难点： 如何评价澶渊之盟？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泰坦尼克号》剧照） 同学们都 

看过《天龙八部》吧，那里面的乔峰本来认为自己 

是什么人？ （北宋的汉人）后来发现自己是什么人？  

（辽国的契丹人）而后来乔峰、段誉、虚竹兄弟三 

人是到了哪里去娶公主？（西夏）当时汉族建立的 

北宋、由契丹人建立的辽、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

构成了一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特殊历史时期。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契丹族与党项族

1.图片展示（多媒体展示北宋时期形势图）

2.提出问题： 北宋、辽和西夏建立政权的基本情况，

学生分组制表。

教师最后出示下表：

3. （多媒体出示问题：辽和西夏巩固政权的措施） 

读教材，分析讨论辽和西夏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巩固

政权？

目标导学二 辽与北宋的和战

1.史料解读（多媒体展示材料）

材料二：

2.提出问题：澶渊之盟签订的背景和影响各是什

么？

3. （多媒体展示问题：如何正确的评价澶渊之盟）

学生分组讨论：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如何正确

评价澶渊之盟

老师归纳：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这一时期民族政权并立的基本史实，包括：①少数民族政权

辽、西夏、金的先后建立。②辽宋战争和澶渊之盟，宋夏和战。

1、通过地图从空间上强化学生对民族政权统治区域的掌握。2、通过列表归纳的方法帮助学

生理清各民族政权建立的基本情况。 3、结合课本动脑筋，组织学生辩论澶渊之盟的作用。

1、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兴起和政权的建立的过程。

2、通过学习民族战争，对战争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只能从正

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

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更正确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契丹族

辽

党项羌

西夏

民族

政权

汉族

北宋

时间

建立者

都城

重大

事件

916 年
耶律阿保机

上京

澶渊之盟

960 年
赵匡胤

东京

陈桥兵变

重文轻武

1038 年
元昊

兴庆

宋夏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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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学三 西夏与北宋的关系

1. （多媒体展示以下材料） 史料解读

材料： 直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北宋与西 

夏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庆历和议 
”
。  这次平等和议

换得了宋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2. （多媒体出示问题：宋夏和议的影响） 根据课本

知识回答宋夏和议的结果和影响

答案提示： 元昊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议和后，

宋夏边界贸易兴旺。

三、课堂总结
辽宋、宋夏关系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我

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澶渊之盟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

物。对辽来说， 不仅使辽兵安然脱险， 还得到了“岁 

币”。对于北宋来说， 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和约，“岁 

币”成为它的沉重负担。但就整个中华民族来说， 

澶渊之盟的订立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要辩证地看

待历史事件。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我们这一节课讲了辽、宋、夏、金几个朝代。这一时期中国政局的特点是民族政权并立。因此，我们  

对这种状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各民族在开发祖国的边疆，扩展中国的国土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和谐社会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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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课  金与南宋的对峙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女真建立金和岳飞抗金。

教学难点： 如何评价岳飞？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岳飞的《满江红》，欣赏朗读《满 

江红》）岳飞 20 岁从军， 到 39 岁遇害，在短短十几 

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员赫赫有 

名的抗金大将。他领导的“岳家军”也逐渐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成长为抗金战争中一支劲旅。郾城 

大战后，面对这样大好的抗金形势，岳飞情不自禁 

地对部下说： “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表现 

了异常豪迈的英雄气概。  今天我们来学习《金与南

宋的对峙》，学习岳飞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女真族的崛起

1.（多媒体出示问题：金建立的基本情况） 教师讲

述：女真崛起的基本情况。

2.（多媒体出示问题： 金太祖采取巩固统治的措施）

读教材，总结金太祖采取巩固统治的措施

目标导学二 金灭辽及北宋

（一）灭辽

2.提出问题：图中金灭辽的基本概况？

（二）灭北宋

1. （多媒体展示以下材料） 史料解读

2. （多媒出示问题：金灭北宋的背景） 教师鼓励学

生讲述为什么金会在灭辽之后对北宋动手

提示： 金看到了北宋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

在灭辽后发动了对宋的战争。

3. （多媒出示问题：金灭北宋的基本情况） 引导学

生叙述金灭北宋的基本情况？

目标导学三 南宋的偏安

1.（多媒体出示问题： 南宋的建立情况） 教师讲述： 

南宋建立的基本情况。（北宋灭亡后， 赵构登上皇位，

赵构就是宋高宗，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2. （多媒体出示岳飞图像） 根据课本知识回答岳飞

1.金国的建立，以及灭亡北宋的史实。2.南宋的建立，岳飞抗金，宋金议和及对峙局面的形

成。 3.通过对民族战争性质的分析，培养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能力。

1.通过学习和思考各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和战关系， 正确认宋金议和对民族间和平与发展所起

的作用，培养学生辩证的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2.补充岳飞的相关史料，引导学生进行正

确评价岳飞。

1.通过学习，使学生从南宋高宗和秦桧的所作所为得出正确的人生观。

2.通过进一步对岳飞事迹的了解，加深对岳飞的崇敬之情。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16

抗金的成果

3. （多媒体出示宋金对峙图和问题：宋金议和的历

史背景是什么？和议的内容是什么） 分组讨论宋金

议和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和议的内容是什么？

4. （多媒体出示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教师总

结： 宋金议和的最终结果

（后来，金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南宋统治者满

足于现状，偏安江南一隅。）

三、课堂总结

金朝在我国历史上也有相当地位。评价岳飞抗 

金，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 

有利于社会发展。女真贵族在对南宋的战争中掳掠 

残杀，对北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岳飞抗金，保 

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地区较高的经济

文化发展水平， 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这是正义的。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评价时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应该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 

史上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评价岳飞时也要注意角度，不能以民族英雄称呼之，可以
称呼为抗金英雄。注意引导学生的情感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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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宋代经济的发展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两宋商业繁荣的表现

教学难点： 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耕获图》） 同学们，我们知道，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东南沿海地区最发达，内地次 

之。总体说来，南方好于北方，东部优于西部，正 

因为如此，国家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这是 

现在的情况。其实，在中国古代，北方的经济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是北方的发展水平高。那么，后来南

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经济重心为什么会出现南

移？这种南移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完

成？这都是我们这一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农业的发展

1.（多媒体展示图标）学生回答：由表格可以看出，北

宋时期，人口分布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明什么。

答案提示： 南方人口超过北方。说明经济重心南移。

2.（多媒体展示问题：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学生

分组讨论：南方农业发展的原因？

3.（多媒体展示问题：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学生

抢答：南方农业发展的表现？

目标导学二 手工业的发展

1.（多媒体展示宋代《纺织图》、宋代海船图） 分组 

讨论两宋时期手工业发展的表现

目标导学三 商业贸易的繁荣

1.教师简略地介绍，南方商业繁荣的条件（多媒

体展示五代十国存在的时间图表）

2.（多媒体出示图片《货郎图》）

学生分组讨论，宋代商业发展的表现

3.（多媒体展示下列材料）史料解读

4. （多媒体出示问题：宋代经济发展的原因） 根据

材料和所学师生共同探讨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答案提示：（幻灯片展示）1.北方战乱而南方相对安

定。 2.政府重视、扶持。 3.北民南迁，带去了先进

1.掌握五代、辽、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2.掌握自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经济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

3.掌握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之时。

1.通过思考和概括唐朝中晚期至宋朝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

2.通过思考和总结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取得较大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

达到空前的水平，居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2.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传播

中国古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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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 4.南方自然条件优越。

5. （多媒体出示问题：宋代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

宋代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答案提示（幻灯片展示）：从唐朝中期到南宋时完成 

经济重心南移。那时中央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

方，特别是东南地区。

三、课堂总结

通过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   

过程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的启示，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史实得出历史结论和  

归纳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坚持“史为今用”的原则，

达到历史学习的最终目的。

❸  板书设计 ➷

❹  教学反思 ➷
我们学习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知识，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借鉴很多经验和教训，更好为现 

实服务，通过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古代经济发展的原因，你认为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对我们今天的经济
建设有何启示？需要从史料中启发学生得出自己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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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

❶  教学分析 ➷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蒙古族的兴起；元朝的建立

教学难点：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积极作用

❷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播放腾格尔的《蒙古人》）同学们好！ 

很高兴和大家一同走进今天的历史课堂。请大家看 

大屏幕上的图片，你能看出什么？还能看出和老师 

有关系吗？大家猜猜我是什么民族？而现在同学们 

没有发现我是少数民族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历史上

说的民族融合。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统一蒙古

1.（多媒体展示成吉思汗的画像 ）教师讲述：蒙古

兴起的基本情况？

2.根据课本知识说说成吉思汗采取了哪些措施巩

固统治？

答案提示：（1）军事方面：建立一支护卫部队。（2）

行政方面： 建立了军事、行政和生产相结合的制度；

建立司法机构。（3）文化方面：创制蒙古文字。

目标导学二 西夏和金的灭亡

（一）条件——吸取历史教训

1.（多媒体展示蒙古统一中国形势图） 学生读教材 

理清蒙古统一中国的过程

答案提示：西夏—金—南宋。

2. （多媒体提出要求：分组整理蒙古灭亡西夏和金 

的情况） 学生根据课本整理蒙古灭亡西夏和金的情

况。

目标导学三 元的建立与统一

1.（多媒体展示忽必烈图像）读图学史

2.（多媒体出示问题：忽必烈成为大汗后采取了哪 

些措施巩固统治）根据材料和课本知识，讨论忽必

烈采取了哪些措施巩固统治

答案提示： 施行“治国安民”的方略，广开言路，

整顿吏治，注重农桑。

1.了解蒙古的兴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2.元朝的建立文天祥的抗元斗争。3.认识成吉思汗

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

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结合自己是少数民族的身份，为学生创设情境，拉近历史，产生

历史的前后对比，形成知识迁移，从而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

了积极作用。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

起来的强大的政权。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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