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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级历史教案（5 篇） 

    7 年级历史教案（5 篇）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通常会被

要求编写教案，教案是实施教学的主要依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 7 年级历史教案，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分

享给身边的朋友。    20237 年级历史教案篇 1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宋朝社会生活大概的风貌，包括当时

流行的穿着打扮、饮食的主要特点，居住条件和房屋建筑的样式；

交通旅行的条件；文化娱乐活动、节庆风俗等方面。  

    通过了解过去的社会生活史，提高认识和改进现代社会生活

的能力。了解历史上物质文化生活的条件和特点，有助于更好地

认识我们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创造性地改进物质文化生活

的能力。  

    通过对于过去日常生活的了解，使学生对于历史有更加生动

直观的认识，拉近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加深学生与中华民族

的历史和文化的亲和力。  

    教材分析  

    本课的教学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方面，

包括衣、食、住、行四项内容，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娱乐活动

和节庆活动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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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材叙述展开的程度来看，服饰和瓦子可以视为重点内容。

同时，服饰问题涉及到国内各民族间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的相

互影响；瓦子属城市商业繁荣的问题，也可以视为本课的难点。  

    教学过程  

    导入：提问和引导学生回顾和概括已经学过的宋朝农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发展和商业发展的史实，导入本课的教学内容，阐释

社会生产的进步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发生新的变化，使学生认识

到宋朝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进步基础。  

    一、衣食住行等习俗的`变化  

    1、衣：小袖狭身的短衣；妇女缠足。  

    欣赏《清明上河图》等宋代的插图，描述画面中人物的服饰，

或者通过不同的服饰分析人物的身份地位。  

    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宋朝服饰特点的历史变化，从王朝初年的简朴到王朝

末年的奢侈，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第二，宋代的服饰中明显地反映了少数民

族的影响，朱熹说：“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

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这是长期以来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

结果，使学生认识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物

质和文化生活的作用。第三，在宋朝出现的缠足陋俗，说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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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腐朽和妇女地位的低下，引导学生批判性地

认识这些历史现象。  

    2、食：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北宋肉食以羊肉

为多，南宋吃鱼多；  

    导学生思考当时南北方饮食习俗的差异和少数民族对于中原

地区饮食习惯的影响。  

    4、住：茅屋、瓦房、宅第。  

    展示各类住房的图片，要求学生指出宋代的民居有哪几类?各

类的民居各有什么特点?引导学生比较城市和乡村住房的不同，便

于学生认识和比较。  

    4、行：牛车，驴车；乘轿，骑驴骡。  

    引导学生认识宋朝主要有哪几类交通工具，不同社会地位的

人在使用的交通工具方面有何差异?除了交通工具以外，宋朝时便

利人们出门旅行的条件还有哪些?  

    二、热闹的瓦子和欢乐的节日  

    1、瓦子：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  

    引导学生分析在瓦子里面都有哪些方面的活动?再加以概括，

使学生认识在瓦子中有文艺、体育等娱乐活动，有商品、饮食等

买卖交易活动，有服务类的活动等等，表现了大都市的繁华。  

    2、节日：春节、元宵、端午节、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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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指出宋朝都有哪些重要的节庆活动?流传至今的重

要传统节日有哪些在宋朝已经出现了?要求学生指出当时的人们

是如何欢度这些节庆日的?哪些活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哪些活动

与今天还有类似之处?  

    教师最后阐述节庆活动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吸取传统节庆活动优秀的精华部分，丰富我们的生活。  

    三、课堂小结（略）  

    四、作业：课后作业  

    20237 年级历史教案篇 2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开元时期政治、经济的发

展情况，包括“开元之治”、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技术的提

高以及商业的繁荣等主要史实。  

    通过思考和概括开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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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课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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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一时期精美的

丝织品和陶瓷工艺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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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分析  

    本课以“开元盛世”为主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叙述：首先

介绍的是唐玄宗前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唐朝开元年间出现了

“开元之治”。其次，主要介绍了盛世经济的繁荣，包括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的成就。  

    “盛世经济的繁荣”一目是本课教学的重点。  

    本课的难点：曲辕犁、筒车是唐朝先进的农业工具，但是它

们的结构原理和先进性，学生不易理解，难以形成准确的概念。

而且，现在的学生对于农具的了解又极少，因此农业工具的改进

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难点。  

    教学过程  

    导入：回顾唐太宗和武则天的统治。  

    一、开元之治  

    出示材料：  

    后人评论唐玄宗说：“玄宗少历民间，身经难，故即位之初，

知人疾苦，躬勤庶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是怎样做的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唐玄宗年少的时候在民间，亲身经历了一

些不得志的事和苦难，所以即位之初，深知人民的疾苦，能勤于

政事。  

    唐玄宗励精图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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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任用贤才（由学生讲“唐玄宗走马任姚崇”的故事）  

    （2）重视吏治  

    （3）崇尚节俭  

    二、盛世经济的繁荣  

    1、农业（通过图片说明唐朝农业生产情况）  

    （1）农耕技术的发展：育秧移植栽培  

    （2）茶叶生产的发展  

    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

称为“茶神”。  

    （3）农业工具的改进：曲辕犁、筒车（重点讲解）  

    出示“汉代牛耕图”和“唐代曲辕犁图”，提问：比较一下

直辕犁和曲辕犁的不同、曲辕犁比直辕犁有了什么改进？  

    （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分析出曲辕犁的特点）  

    出示筒车图片，分析出筒车比以往灌溉工具先进的地方。（帮

助学生加深理解，化解学习上的困难）  

    2、手工业  

    （1）丝织业  

    （2）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  

    （出示一些当时的丝织品和陶瓷的图片，使学生在欣赏的过

程中，体会劳动创造了美，培养他们的历史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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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商业  

    （1）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  

    （2）长安城  

    出示唐朝长安城的平面图，让学生总结其城市布局特点：  

    ①城市布局：  

    宫殿、衙署、坊、市分置，宫殿区位于全城北部中央；全城呈

东西对称分布；全城街道整齐，树木成行。  

    ②人口：百万人  

    ③边疆各族和各国人士云集，商业繁盛。  

    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小结：唐玄宗统治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

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

“开元盛世”。  

    20237 年级历史教案篇 3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建立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及其对全国的统治，清朝强化君主集

权的措施，清朝制造文字狱及其危害。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满洲兴起及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历史，

分析清朝强化君主集权的影响、清朝制造“文字狱”的影响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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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文字狱”的社会危害，理解政

策制定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道理。  

    教学目标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清朝的建立和清朝君主集权的强化。  

    本课的重点是君主集权的强化。教材从介绍满洲的兴起和清

朝的建立，引出清朝君主集权强化这一主题。教材首先叙述清朝

初期的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当时君主的权力有限；然

后介绍雍正建立军机处的目的和作用，说明君主集权的加强；最

后叙述、分析了文字狱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清朝是从政治、思

想等多方面来强化君主集权制度。  

    课的难点是君主集权强化的利弊作用。君主集权的强化一方

面加强了君主的权力，有利于政治安定；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民

的控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教学过程  

    导入：北京的中心有一处名闻世界的博物院，它叫什么?(故

宫)它的原名叫什么?(紫禁城)它的用途是什么?(皇帝居住和办公

的地方)在这里进行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是什么王朝?(清朝)那么

清朝是怎样建立的?清朝的皇帝是怎样进行统治的?  

    一、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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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洲的兴起  

    （1）明朝前期，女真属奴儿干都司管辖（出示《明朝疆域图》）  

    （2）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16 年）  

    2、清朝的建立  

    建立时间：1636 年  

    开国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都城：盛京  

    3、山海关大战和清军入关  

    附表：满洲发展的历史  

    时间 族名 政权 建立者  

    1115 年 女真 金 完颜阿骨打  

    1616 年 女真 后金 努尔哈赤  

    1636 年 满洲 清 皇太极  

    二、君主集权的强化  

    1、设立军机处（雍正帝时设立）  

    指导学生观看两组图片，并阅读有关图片的文字说明。一组

图片包括乾清宫和乾清门外的军机处，另一组图片是沈阳故宫的

大政殿和十王亭。文字说明指出了这几组建筑物的用途。在学生

观看阅读的时候，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说一说上述建

筑不同布局的意图。(主要反映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沈阳故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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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突出了皇帝的中心位置和王公大臣的重要地位，说明王公大臣

对皇帝的牵制作用；北京皇宫中乾清宫与军机处的建筑突出了皇

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大臣的低下地位，说明君主权力的加强)  

    在学生对上述内容认识后，引导学生讨论军机处的设立对于

君主集权的作用问题。军机处的设立，君臣等级关系进一步分化

（君：独断专行；臣：惟命是从）  

    2、文字狱  

    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知识分子的诗词文章中摘

取只言片语，加以歪曲解释，再借题发挥，罗织罪状，制造了大

批冤狱。  

    文字狱往往是一些诗歌、文章中的文字引起的，清朝统治者

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掀起文字狱?  

    通过引导学生的讨论，分析清朝制造文字狱的目的和危害。

（可以从清朝之前的明朝以及满洲贵族统治者与汉族民众的矛盾

等方面进行提示。在分析文字狱的影响时，鼓励学生从其禁锢知

识分子的思想、使人不敢过问政治等方面进行讨论。）  

    目的：从思想领域严密控制知识分子。  

    危害：  

    （1）造成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2）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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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讨论：君主集权强化的利弊  

    总结君主集权加强后，对解决当时清朝政治矛盾、减少官僚

之间的扯皮、巩固清朝统治方面的作用；另外，君主集权加强后，

对皇帝的独断专行、大臣的惟命是从、不利于正确决策等方面的

弊端。  

    作业：课后作业  

    20237 年级历史教案篇 4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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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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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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  

    教学方法  

    讨论法、 联系讲述法、 图表法、 图片分析法。  

    教具  

    历史文物、遗物图片 、投影仪、小黑板。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预期效果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我国最古老的人类，了解了他

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知道了在早期人类时期，他们是以采集和

渔猎为生，住在洞穴和树上，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

们的生存需要，但也有很多不便之处，随着人类的进步，人口的

增多，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人类开始过着较为稳定的生活，然

而靠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对原始人类来说是否有保障?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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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原始人的生活有保障呢?  

    请大家阅读“导入框”的内容：  

    这是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但它至少给我们一些启示，那么原

始农耕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自然界中的什么现象可以使原

始人类注意到野生的植物可以人工种植。  

    学生：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植物生长是

有规律的，注意到了可食用的食物种子落地、发芽、生长、成熟

的现象。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摸索，初步掌握了一些植物的种植方法，

然而，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这个漫

长过程的真实写照，随着原始农耕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渐渐

由采集过渡到农耕，河母渡和半坡居民就是我国原始农耕生活的

代表。  

    请大家阅读第 6 页的材料《白虎通》原文。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神农氏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制造工具，

教人种植。那么，天时、地利指的是什么呢?是自然环境，包括气

候、水土、植被等。因为这些直接影响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  

    请大家阅读教材第 7 页“我国原始农耕时代主要遗址图”并

找出这两种居民所在的地点及生活的河流流域。  

    这两个遗址反映了我国古代南北不同的原始农耕风貌，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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