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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秀美的山川 
第一课  我的家乡在哪里

教学目标：

了解四川的区域位置、行政区划以及四川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四川 

有一个在地理文化上的初步认识。

重点难点：

1.四川的地理位置，21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名称、行政中心及其分布。2.21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名称、行政中心及其分布。

教学过程：

1、设问引入：你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吗?四川又在哪里吗?给你衣服 

地图你能找出四川在哪里吗?

打开课本扉页，找到四川地理政区图，分别说出四川在哪里? 

引入======家乡的位置

四川简称川或者蜀，位于……让学生朗读并识记四川的地理位置。

2、想一想：读“四川相邻省区”图，结合所学的中国地理知识，回答书 

本上的4个问题。

3、做一做：在完成以上练习后完成做一做的两个简单练习。 

引入======家乡有多大

四 、朗读并识记有关信息，了解四川的面积以及行政中心。

了解到四川的行政面积后完成P5 做一做的练习，计算出四川东西、南北相聚的 

大致距离。

5、阅读“四川省各市、州面积一览表”,并完成P5 脚下的做一做，了解 

自己所在的行政信息。

6、课外阅读

自由阅读“四川的由来”。 

并完成“活动与探索”

7、板书设计：

可爱的四川

我的家乡在哪里========家乡的位置======家乡有多大

八 、反思：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了解到了关于家乡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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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家乡的土地

教学目标：

运用四川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总结我省地形的只要特征，认识主要山脉、 

湖泊等情况，明确自然资源的利用价值。认识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资源、使人   

和环境相互谐调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初步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本地理观   

念。

重点难点：了解家乡的地理信息，主要的山脉和湖泊分布以及资源的合理利用。

教学过程：

1、复习引入：复习我的家乡在哪里，说出四川的基本信息。

2、引入=======家乡的山水

了解四川地理分布在两个阶梯，以龙门山为界。了解四川最主要的山脉以 

及分布。

=山=阅读四川地形图分布图，完成做一做的练习。 

=水=阅读四川水系分布图，完成做一做练习。

3、引入=====湿润的气候

阅读该段落信息，了解四川湿润的气候，阅读四川省气温分布图，完成做一做 

的练习。

明确湿润的气候对四川的影响。

4、自由阅读《“雨城”-----雅安》

5、课外完成活动与探究

6、板书设计：

家乡的土地

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湿润的气候=====雨城----雅安

7、反思：在简单的设计中让学生了解到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以及湿润的气 

候对四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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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物华天宝看四川

教学目的：

练习前两课所学，了解我省水资源分布极其利用状况；运用地图，了解我 

省主要状况资源分布，培养学生资源保护意识。

重点难点：了解我省生物资源特点，了解我省丰富的物产，增强学生对家乡的 

热爱之情。

教学过程：

1、复习引入：四川的山川以及附近的风景

2、引入======富饶的资源

阅读四川省水电站分布图，完成P13 说一说的练习。

3、阅读四川省只要矿产分布图，读懂四川矿产分布，完成读一读的练习。

4、引入=====著名的物产

你知道四川有哪些著名的物产吗?

阅读并完成P15的做一做，交流家乡的著名物产。

5、自由阅读《二滩水电站》的介绍，了解四川的水利枢纽。

6、课外活动：活动与探究。

7、板书设计：

物华天宝看四川

==富饶的资源========著名的物产==

8、反思：以家乡的特产和旅游区带动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快乐中了解 

到自己的家乡是多么的富饶，从而起到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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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我与你游四川

教学目标：

了解我省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运用地图记住我省主要的铁路路线和高速 

公路分布，了解我省主要的旅游资源等。

重点难点：交通与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

教学过程：

1、激情引入====四川的旅游====交通不方便，旅游会发展吗?

2、引入====蜀道不再难

1.了解四川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交通的发展现状。

2.了解四川的铁路路线分布图，知道四川铁路的快速发展。

3.了解四川的高速公路分布图，知道四川高速公路的告诉发展现状。

4. 了解四川的航空路线图，以及主要的机场，相应的水路运输等，知道四 

川的交通发展迅速。

3、引入====旅游的天堂

引入四川住迷宫的旅游胜地和特色小吃。

了解四川旅游发展现状以及世界遗产名录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简介，畅谈 

周围的旅游美景。

4、自由阅读=====美丽的稻城

5、课外活动探究：制作旅游计划。

6、 板 书

游遍四川

交通发展迅速====旅游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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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悠久的历史 
第五课   四川的先民

教学目标：

知道资阳人生活的时代和主要特征；记住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掘地点和文 

物；感受四川历史的悠久和远古文明的辉煌成就。

重点难点：

通过学习感受四川历史的悠久和远古文明的辉煌成就。

教学过程：

1、疑问引入====四川的先民是谁?

2、引入====考古发现的四川早期文化遗址。 

1.了解资阳人的生活时代和主要特征。

2.阅读资料，了解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明。 

3.阅读资料，了解金沙遗址与金沙文明。

4.畅谈自己的收获。

3、引入=====历史传说中的古蜀国 

1.了解蜀国最初的三大首领。

2.阅读了解蜀人生活的发展历程。 

3.阅读了解蜀族的变迁。

4.了解蜀王的事迹。 

5.蜀国的灭亡。

4、自由阅读====太阳神鸟===中国文化遗址标志，了解太阳神鸟的来历、 

传说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

5、课外活动与探索，调查家乡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组织报告会。

6、板 书 ：

四川的先民

先民的遗迹=====蜀国的兴亡

反思：让学生了解四川的悠久历史，增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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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古蜀政治文明

教学目标：

了解秦设蜀郡的基本经过，西汉蜀郡建制以及东汉公孙述成都称帝的基本 

史实，理解锦官城和锦城的来历，记住诸葛亮治蜀的措施，感受诸葛亮德才兼 

备的人格魅力；了解成都皇城和少城的由来。

重点难点：对四川政治历史的了解和感悟。

教学过程：

1、古诗引入====锦官城指的是哪里???

2、引入====锦官城和锦城的来历

了解来历以及相应的历史背景。知道成都市的别名和市花。

3、用三国演义引入=======诸葛亮治蜀 

1.知道诸葛亮的历史生平。

2.了解诸葛亮的治蜀方针。

3.知道诸葛亮的功绩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4、引入====成都皇城和少城的由来。

1.蜀王府的了解。

2.皇城的由来。明确蜀王府和皇城的关系。 

3.少城的由来以及历史背景的了解。

5、自由阅读====成都武侯祠，了解武侯祠的布局以及供奉的对象，增强 

对诸葛亮的敬佩之情。

6、课外活动与探究：寻找自己的办法了解更多有关诸葛亮的事迹。

7、板书：

蜀国文明

成都的别称 = = = =诸葛亮的识事迹 = = = =成都的繁荣

反思：以诸葛亮为兴趣激发点，学习和了解古巴蜀文明的历史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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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天府之国

教学目标：

本课主要从农业手工业和商贸业三方面，介绍了从战国时期至唐宋时期四  

川物质文明的发展及其成就。1、了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的目的、经 

过；2、理解都江堰的修筑和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系；3、了解蜀锦的基  

本特点和地位，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盐井和天然气井有四川最早开凿；4、了解南 

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基本方向；5、理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对西南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意义；6、知道“杨一益二”的含义；7、理解唐宋时期成都工商业在全  

国的地位；8、了解交子最早在成都产生的原因

教学重点：

让学生清楚的知道“天府之国”农业水利的兴修，农业的发展成就。

教学难点：

理解都江堰的修筑和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系；如何分类归纳古代四 

川经济的成就

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收集人物、故事、图片等资料

阅读教材中的典型事件 

解读“杨一益二”

二、板书课题

三 、情景切入、讲授新课

(一)“天府之国”美名扬

1、介绍都江堰水利工程

2、介绍了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在水稻农作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都具体表现： 

农产量的水平取得巨大成就的多方因素

3、介绍四川地区茶叶种植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的发展

(二)越罗蜀锦金粟尺

1、介绍蜀锦的兴起和发展

2、介绍秦汉时期四川地区金银加工艺术和漆器制 

造业发展情况

3、介绍四川地区还开凿了世界上最早的盐井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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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井

4、介绍唐代益州手工业发展情况

(三)理解都江堰的修筑和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系

(四)南方丝路友谊传(主要介绍汉代益州的发展)

1、益州基本介绍，人称、地位

2、介绍两汉四川商业的兴盛

3、了解“扬一益二”

4、介绍四川成都地区发行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管交子

5、四川交子发行的意义

四 、练习设计

阅读小资料，并自己描述出自己家乡的特产；说一说自己对中国纸币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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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工业文明的曙光

教学目标：

1、记住四川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机械螺丝厂；2、记住第一部蒸汽汲卤 

机车的诞生；3、民生轮船公司为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做出的贡献；4、了解主要 

人的主要事迹；5、理解四川机器局、蒸汽汲卤机车、工厂内迁对四川近代工业 

发展的意义；6、理解四川工业从军用刀民用工业、轻工业的过程；

教学重点：

让学生清楚的了解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

教学难点：

民生轮船公司为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做出的贡献；理解四川机器局、蒸汽汲 

卤机车、工厂内迁对四川近代工业发展的意义

教学过程：

1、导入

利用播放图片，举典型的事例进入课堂 

学生阅读课文

2、板书课堂

3、新授课

(一)近代工业的“星星之火”

1、介绍四川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背景：                地点：

时间：               产品：

创始人：               名称及变更：

2、理解“洋务运动”和“近代工业”

3、四川机器局的意义：

(1)标志性的东西

(2)重要地位

(2)近代工业的发展

1、发展的时间：

名词解释：“民国初年”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2、第一部蒸汽汲卤机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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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人物：     地点：

3、第一部蒸汽汲卤机车的诞生的意义

4、介绍其他行业

(三)抗战时期工业企业的内迁

1、沿海企业内迁的背景和目的

(1)背景

(2)目的

2、内迁的意义

(1)对当地的影响

(2)对工业企业本身的意义

4、练习设计

阅读小资料，说一说自己家乡的工业；谈一谈你对丁宝珍的用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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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探索救国之路

教学目标：

1、知道维新变法时期宋玉仁在四川的主要活动及其历史地位：2工解四  

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3、能说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及他们的英雄 

事迹：

教学重点：

了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保路运动的历史；和辛亥革命三大将 

军的英雄事迹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结合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并反映出自己的不足并改正

教学过程：

1、导入

观看影片

提问：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学生阅读课文

讨论并回答问题

2、板书课题

3、新授课

(一)“睁眼看世界”

1、展示宋育仁的资料

2、概括维新变法时期宋育仁在四川的主要活动

3、为什么宋育仁会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二)保路运动

1、保路运动兴起的背景

“成都血案” 

荣县的独立

2、保路运动斗阵方式的转变

3、保路运动的重大影响以及历史地位

(三)辛亥革命三大将军

1、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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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培伦

3、彭家珍

4、练习设计

阅读小资料，介绍你最了解的而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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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辈出的英雄

第十课  “德先生”和“赛先生”

教学目标：

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的分析，培养学生联系具体内容，

分析其作用与影响，从而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对历史事件之间互  

相影响的辩证关系认识的能力。过程与方法：设计多种类型的问题，注重探究  

式学习，让学生在思考中理解和评价历史现象。分组学导，加强学生合作交流。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新文化运动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振兴  

中华改造黑暗的旧中国而进行的新探索；理解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了解新  

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事迹过程中，感受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的无畏的  

探求真理的精神.激发学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

教学重点：

了解“少年中国学会”的由来和宗旨；“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事迹； 

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建立

教学难点：

民主与科学、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文学与旧文学

教学过程：

1、导 入

自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就  

不断地进行抗争与探索.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没能 

使中国彻底摆脱封建落后，备受列强欺凌的困境.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改造黑暗的

旧中国又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他们积极学习和引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思想，请 

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今

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课

二、板书题目 

三 、新授课

1、“少年中国学会”由来和宗旨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延续，是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激 

烈斗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宣传作用。19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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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 

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提问：我们应该从少年中国学会那里继承和发扬哪些精神?

学生讨论并回答问题，老师总结

2、“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号黎明老人。

新繁(今新都区)龙桥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

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

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

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

提问：吴虞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解答：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 

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 

较大。

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认为，封建统治者 

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 

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 

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张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  

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吴虞最  

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揭露吃人的“礼教”。他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 

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  

教，莫不以考为起点。”考的范围统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 

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 

之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

3、留法勤工俭学

(1)起源

由于华工教育取得成绩，进而提倡国内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周年3月 

中法两国人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欧 乐、穆岱等为了“发展中法两国之  

交谊”,促进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7年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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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事实上已成为该会的主要活 

动内容。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也重新建立，并在长辛店、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 

定育德中学及成都先后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2)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目睹  

国势危亡，面临教育遭到摧残，身受失学失业的痛苦。为了寻找救国图强，改造 

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同时受工读思潮的影响，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  

动。当时湖南新民学会积极赞助，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蔡和森、毛泽东 

曾为此奔走联络。中国少年学会和天津觉悟社也都有成员参加。

(3)宗旨

从俭学会成立到勤工俭学发动初期，主要宗旨在“输入西方文明”,其内容 

主要还是法兰西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自然科学技术，仍是旧民主主义范畴内的教

育救国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巨大的功绩是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批最有能力的干部 

4、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建立

王右木：(1887-1924)  ,原名王丕昌，又名王燧。四川江油市武都镇人。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在四川成都创办并主编《人声》报。四川最早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最早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4、总 结

提问：“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指的什么? 

学生回答

老师总结：指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是五四运动重要的两面旗帜。 

其中：德先生 Democracy意：“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 

赛先生Science  意：“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五、课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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