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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 10 篇 

  历史还包括使用叙事来检查和分析一系列过去事件并客观地确

定造成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学科。教师在写教案时，一定要从实际

出发，要充分考虑从实际需要出发，要考虑教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以下是本店铺整理的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 10 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

考！ 

  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篇 1 

  一、学习目标 

  1、识记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志士发动的武装起义的名称、领导

人及影响。 

  2、掌握武昌起义的背景、过程，分析归纳其历史意义。 

  3、感受革命党人为国为民、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二、自主预习 

  1、1906 年冬，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在江西湖南交界的发

动武装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2、1907 年，孙中山亲赴越南河内，与黄兴共同筹划领导，袭取

镇南关。 

  3、1911 年，湖北革命组织与，在同盟会的推动下，积极谋划起

义。 

  4、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

终结。 

  三、合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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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革命把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扳倒了，人们的思想发生了

很大变化。人们之间不许称“大老爷”“老爷”“大人”，而改称为

“先生”“君”“同志”等，不许府署官员坐轿。有的从前颓废的青

年向亲人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了，我要做一个新中国的新人。” 

  (1)材料单元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是

什么? 

  (2)你认为材料中“中国革命成功了”的观点对吗?请说明理由。 

  四、随堂演练 

  1、在同盟会影响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 ) 

  A、萍浏醴起义 B、浙皖起义 C、镇南关起义 D、黄花岗起义 

  2、武昌起义前，同盟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起义是( ) 

  A、萍浏澧起义 B、浙皖起义 C、黄花岗起义 D、镇南关起义 

  3、辛亥革命爆发前，同盟会所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所起的共

同作用是( ) 

  A、基本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B、挫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积极性 

  C、动摇清朝的统治基础，加速革命发展的进程 

  D、扩大了革命派的群众基础 

  4、20世纪初，导致同盟会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的根本原

因是( ) 

  A、革命党人未发动和依靠群众 B、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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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革命党人未提出明确的纲领 D、武装起义的计划不周密 

  5、下列说法符合辛亥革命爆发前武汉的史实有： 

  ①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 

  ②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 

  ③反帝斗争不断高涨; 

  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了较长的起义准备 

  A、②③④B、①②③C、①③④D、①②③④ 

  6、武昌起义依靠的主要力量是( ) 

  A、资产阶级 B、无产阶级 C、湖北新军 D、农民阶级 

  7、武昌起义的客观有利时机是( ) 

  A、20世纪初开展的收回利权的斗争 

  B、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宣传、组织工作 

  C、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反清的武装起义 

  D、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8、下列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中，最主要的是( ) 

  A、清朝湖北当局无力顽抗 B、革命党人筹划周密、完善 

  C、起义新军的革命主动精神 D、立宪派改变策略乘机附和 

  五、课后反思 

  【答案】 

  二、自主预习 

  1、萍乡、浏阳、澧陵萍浏醴起义 

  2、广西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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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学社共进会 

  4、君主专制制度 

  三、合作探究 

  1、(l) 变化：民主、平等意识增强。原因：辛亥革命。 

  (2)观点：不对;理由：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

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杜会的性质(或：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

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人人心)。 

  四、随堂演练 

  1、A2、C3、C4、A5、D6、C7、C8、C 

  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篇 2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①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公车上书及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光绪

帝变法诏书的主要内容，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 

  ②能力目标：a. 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和理解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背

景，归纳和总结康、梁维新变法的主要活动。 

  b. 通过讨论“维新变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变法失败的原因”，

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①运用“分组学导”的教学方法 

  ②本课通过课前预习、小组交流、竞争抢答，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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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教学中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增加了直观性。对戊戌变法的主要

内容由学生讨论、研究、分析、归纳。学生编排历史小品，归纳总结

加深了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认识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

义的改良运动，是爱国的、进步的。 

  ②谭嗣同的慷慨捐躯，谱写了维新人士变法图强的斗争意识和义

无反顾的英勇气概，令人敬仰。 

  ③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改变

现状，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变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教学思路 

  重点难点的突破与解决方法 

  ①重点：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运用多媒体投影、

图片等直观手段，从康、梁的活动入手，讲清公车上书的情况。通过

分析、理解、归纳等方法掌握百日维新的内容。 

  ②难点：对百日维新的作用和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理解与掌握。

通过分析百日维新诏书的内容，哪些触及顽固派利益，哪些有利于资

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分析支持维新变法的人有哪些，搞清维新变法运

动的社会基础。引导学生从力量对比、策略得失等方面分析变法失败

原因。 

  课前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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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学生分组查找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情况资料。 

  ②学生预习本课，编写歌谣、做小报、结构图总结本课。 

  ③指导学生查找资料，编排历史小短剧。 

  教学渗透点 

  ①用不同形式总结本课，编排历史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②训练学生根据史实，掌握论从史出的分析方法。 

  ②书籍：《中华上下五千年》 

  ③光盘：科利华备课系统 

  教学资料 

  多媒体教学设备 

  板书设计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预期效果 

  导入新课 

  出示投影片：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帝国主义瓜分

狂潮及情况介绍。 

  学生看投影 

  利用多媒体投影，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兴趣。 

  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我们都生活于 19世纪末这个动荡的年代，

我们都是热爱祖国、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你如

何看待当前的时局?如何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谈一谈你的看法、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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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 

  请一位学生做记者现场采访 2—3位当时人士。 

  学生的回答可能有多种： 

  ①有的认为必须改革。 

  ②有的认为要发展科学技术，走资本主义道路。 

  ③有的认为必须实行革命等。 

  学生感到新颖。 

  这样的设计目的是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缩短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同时引导学生在比较中体会历史、思考历史。 

  教师不要限制学生，让学生展开联想抒发自己的情怀，精彩的地

方给以加分鼓励，注意把握时间。 

  总结：和大家一样，当时中国的各界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

不同方式不同形式的探索，今天我们就介绍当时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改

良运动—戊戌变法。 

  学习新课 

  板书：第 7课戊戌变法辨别“戊戌”的写法。 

  出示投影：康有为、梁启超像。提问：你知道这两位人物是谁?

谁能介绍他们的情况? 

  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主要代表，他们为推动变法进行了

大量的活动。提问：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序幕的事件是什么? 

  学生看图像，争相回答。 

  学生回答：公车上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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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投影增加直观效果。学生事先准备，相信一定能介绍清楚。 

  学生可以根据课本回答，也可以补充资料。 

  公车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没有传到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产生

巨大的反响，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梁等人还进行了哪些维新变法活

动? 

  这部分知识要点大家找得非常准确，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谁

还能补充一些其他的资料? 

  学生看书归纳要点： 

  ①创办《万国公报》 

  ②组织强学会 

  ②维新派团体形成 

  学生补充资料： 

  创办《时务报》《国闻报》各地组织学会、学堂等。 

  知识要点较清晰，学生容易找到。 

  根据学生回答。酌情加分。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三次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危急，惟一途

径就是变法。但顽固派大臣竭力阻挠，康有为与顽固派大臣进行了论

战。 

  学生表演短剧： 

  旁白：德国强占胶州湾，内忧外患，康有为再次上书，要求变法，

于是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出席“问话”的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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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小组准备了历史剧，请大家欣赏。 

  老师认真观看学生表演，对学生的表演给以鼓励。 

  有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位大臣。 

  荣：(盛气凌人)：你老是变法、变法呀，你知不知道，祖宗之法

是不能变的，变则背天理，必然祸乱天下。 

  康(反驳)：世事万物皆变化，祖宗之法为什么不能变呢?祖宗之

法治国之本，只有变祖宗之法中陈腐之处，国家才能富强。 

  李(拍桌子叫道)：住嘴，此不忠不孝之论，不可宽容。 

  荣：祖宗之法千真万确，只能遵行不能变更。 

  康：今天祖宗留下的疆土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拿

总理衙门来说吧，祖宗法里没有，是最近跟洋人打交道才新设立的，

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 

  (荣禄等一时无言可答，拂袖而去。) 

  翁：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见解，难得难得，我会尽最大努力把他

引见给皇帝的。 

  旁白：这次问话后，光绪帝对康有为极为欣赏，下令康有为筹划

变法。 

  学生对历史剧表演非常感兴趣，情景比较形象，学生印象深刻，

激发学习历史兴趣，提高学生综合概括能力。 

  下面我们看具体的变法措施，变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

面有哪些内容? 

  学生阅读变法法令内容，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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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预期效果 

  讨论：变法有利于哪个阶级的利益?得到哪些人的拥护?变法触动

了哪些人的利益? 

  变法结果怎么样呢? 

  学生讨论并回答。 

  ①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 

  ②得到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爱国知识分子拥护。 

  ③触动顽固派利益。 

  学生据课本内容回答。 

  ①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 

  ②谭嗣同等六人为变法献身。 

  ③百日维新。 

  这里涉及重点内容，教师注意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回答不准确，

教师应给予点拨指导。 

  学生一般能在书上找到答案，同组同学可补充回答。 

  出示谭嗣同的投影片： 

  引导学生讨论 31 页 

  “动脑筋”题，或处理课后“活动与探究”题。 

  学生介绍谭嗣同的事迹。 

  小组讨论后，展开辩论。 

  辩论时，学生可充分发表意见，小组成员随时补充，有的学生回

答可能很片面，教师要引导学生一分为二看问题，学生在争辩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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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的内容我们已经讲完了，回顾知识要点，三分钟快速记

忆，出示测试题。 

  学生快速记忆。教师指导学生抢答。 

  及时巩固知识，注意鼓励学生。 

  戊戌变法失败了，让我们从当时的现实出发，来探讨：戊戌变法

失败的原因。 

  小组讨论归纳，代表发言。 

  ①维新派力量小。 

  ②顽固派势力强大。 

  ②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引导学生从力量对比、策略得失等方面分析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提高学生分析、归纳问题能力。 

  总结：在当时的情况下，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康有为、梁启超等

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改良运动，

是爱国的、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巨大进步。 

  引导学生从历史发展高度来看戊戌变法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篇 3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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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掌握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及其历

史意义 

  能力目标： 

  (1)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分析，指导学生从历史背景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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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指导学生阅读书中有关白话文的材料，培养学生对于历

史新事物的鉴别和理解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用李大钊、鲁迅等人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和先锋作用，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2)感受新

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她的两面旗帜就是“民主”

与“科学”，新时代的青年必须增强民主与科学意义。 

  教学重点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 

  教学难点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孔教?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 

  1898年，一个 18岁的中国青年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考场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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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科必中!”这个青年在一旁看得发呆，心想若是此等迂腐之人考中举

人得了势，不知会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从此之后，他对封建制度深

恶痛绝，踏上了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1915 年 9 月，这位曾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志士在上海创办了一本

名为《青年杂志》的月刊，不久改名为《新青年》。正是这本杂志高

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拉开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文化运动。出示课题。

出示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为什么称为新文化运动呢?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是对千

百年来的历史沉积而成的封建文化的无情批判。那么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产生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呢?首先我们来看新文化运动

的背景。 

  1、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学生们回忆一下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是什么?(使民主共和的观

念深入人心) 

  师：中华民国成立后，从西方传入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

思想观念，受到知识阶层，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以后又是怎样做的呢?(出示袁世凯登基、祭

孔图片)。这些说明了什么?什么是孔子之道呢?指孔子学说为代表的

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历代统治者以此来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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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推行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引

导学生思考：尊孔复古是反动的封建逆流，而帝国主义在当时处于先

进的资本主义，它们为什么支持尊孔复古?教材中的“对内对外，两

无遗憾”是什么意思? 

  讨论：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呢? 

  2、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看影片片断同时思考下面几个问题：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口

号、代表人物、内容。(多媒体先出示问题，然后播放影片)。 

  看完影片后，提问：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生回答后投影展示《青年杂志》、《新青年》，并简单介绍。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什么?(民主、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投影出示陈、李、胡、鲁四位人物。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这四位

人物，大家鼓掌欢迎，先请四位做自我介绍。然后我们请这几位新文

化运动的主将来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这是在《新青年》旗帜下聚集起来的一个生气勃勃的知识群体。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可以概括为四提倡、四反对) 

  (1)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也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

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反对封建独裁; 

  (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强调的是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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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反对封建愚昧; 

  陈独秀《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

“民主” 和“科学”的口号，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 

  民主：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 

  科学：指自然科学及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 

  (3)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强调从个人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

点出发，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

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能够

得到自由的发展; 

  新道德：指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 

  (4)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主张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

反对模仿古人，反对言之无物。斗争锋芒直指孔教，从而在社会上掀

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潮流。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提倡民主和科学在今天过

不过时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重读新文化运动的主旨。(生齐读新文化运动的

基本内容)。 

  师：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大战后的欧洲人充满了

忧虑和悲观，连西方人自己都对自身的文明表示怀疑。世界的形势和

国内的现实使国人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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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呢”?(俄国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 

  1917 年，十月革命的炮声终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拥有事实

的理论，具备了征服人心的说服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决定人类命

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胜利让新文化运动有了什么样新的发展呢? 

  李大钊等人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新文化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生回答。 

  中国新文化运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我国历史上一

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第二，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

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是，

新文化运动中也有对东西方文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一点

一直影响到后来。 

  我们的先辈们为了救国救民，追求真理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

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应该怎样做呢?让我们一起来宣誓。 

  全体起立宣誓： 

  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应当学习和继承新文化运动先驱

者们那种勇于探索新思想和超前学习的精神，将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

旗举得更高更高!我们作为未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应当学

习和继承他们那种敏锐的政治眼光、为维护祖国的进步，积极创造新

事物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将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大国家! 

  让我们为之而努力奋斗吧!老师总结了一首歌谣，帮助同学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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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这一课的内容。出示歌谣。 

  新文化运动歌谣 

  新旧思潮起冲突， 

  《青年杂志》运动搞。 

  民主科学摇大旗， 

  陈李胡鲁做代表。 

  十月革命送曙光， 

  马克思主义响中国。 

  新文化运动载史册， 

  人们思想大解放。 

  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篇 4 

  【教材分析】 

  本课是从经济方面纵向概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及特

征，并介绍了晚清时代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及其创办的大生纱厂的

兴衰。内容较为空洞抽象，事件跨度大，跳跃性强。 

  【学生分析】 

  对于近代的民族工业发展了解很少，但对当代的民族工业发展有

一定了解。通过对近代政治史的学习，已经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和

政治变化有一定的联系。 

  八年级学生已经初步具备分析史料和历史图片的能力。 

  【设计理念】 

  1.关注学生的知识现状，引导学生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解决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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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而做到温故而知新。 

  2.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总结能力，通过分析大量的史料得出历

史结论。 

  3.注重以历史知识为载体，及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教育。 

  4.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兴趣。 

  【教学目标】 

  1.应掌握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开端、初步发展、黄金

时期、凋敝破产的情况。 

  2.应培养的史料分析能力：分析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以及发展

中的困难是什么?应培养总结历史知识的能力：总结近代民族工业发

展中呈现的特征。 

  3.应认识到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所导致的，具体说是帝国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

的结果。应认识到以张謇为代表的一些实业家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和爱国精神，他们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 

  能深刻体会到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经济

就不会发展。 

  【教学流程】 

  一、导入设计 

  教师活动：出示课件： 

  1.老年人口中所说的洋火、洋灰、洋油、洋钉其实就是什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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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加“洋”字?这表明了什么? 

  2.今天我国的有些民族工业品牌也走向国际市场，你能举个例子

吗?这又说明什么? 

  学生活动：探讨、回答。 

  (1)说明近代中国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很多东西都需要进口。 

  (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品出口大大增

加，像海尔集团、康佳、TcL等都走向世界市场。 

  教师活动(引导)：民族工业的过去和现在形成强烈反差，这其中

的历史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回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中国近代民

族工业的发展历程。 

  设计理念：【关注现实生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关注学生

的兴趣，激趣导学】 

  二、新课探究 

  1.民族工业的发展阶段 

  (一)近代民族工业的开端(清末到洋务运动) 

  教师活动(展示课件)：近代民族工业的含义;引导学生体会含义;

并鼓励学生运用所学历史知识大胆判断：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端是?

为什么? 

  学生活动：体会近代民族工业的含义，并就老师的问题作出判断，

回答：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从清朝末年到洋务运动为开端的。因为，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特别是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刺激下开始的。 

  设计理念：【考察学生对已学过的历史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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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二)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1.与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有关的历史 

  教师活动(出示课件)：从我们学过的近代史中找一找还有哪些历

史事件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学生活动：讨论、交流、回答。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的刺激、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设计理念：【检查学生头脑中的感性认识，对学生认识现状有所

了解，以便加以引导。给学生创造参与课堂的机会】 

  2.甲午战后民族工业初步发展及原因 

  教师活动(出示课件)：甲午战争前后企业发展表格 

  学生活动：分析表格，得出历史结论，认识到甲午战后民族工业

初步发展，并探究其原因。 

  设计理念：【培养学生分析史料得出历史结论的能力，让学生认

识到《马关条约》允许民间办厂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发展】 

  教师活动：布置阅读教材导入框内容及第一段课文状元实业家─

─张謇。探讨：是什么因素促使张謇放弃高官厚禄，去开办大生纱厂?

他身上有什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学生活动：阅读、分析、回答。 

  (1)《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纷纷在中国开办工厂、开采矿

山，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廉价的劳动力，直接剥削中国人民。张骞深

感要晚会中国的利益，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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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骞兴办放弃高官厚禄兴办实业的爱国精神和不畏世俗的勇

气值得我们学习。 

  设计理念：【通过张謇创办实业的典型例子让学生认识到“实业

救国”思想也是甲午战后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之一，同时及时对学生

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三)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教师活动(置疑)：大生纱厂发展最快是哪个时期?分析书中统计

表，探讨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发展快的原因? 

  学生活动：讨论、交流、回答。 

  (1)大生纱厂发展最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2)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

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中华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进入了“黄

金时代”。 

  设计理念：【注重通过历史资料和统计数字直观地认识历史】 

  (四)受挫、破产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教师活动： 

  (1)置疑：大生纱厂结局如何?为什么? 

  (2)布置阅读课本小字材料：荣氏兄弟创办企业的兴衰。 

  (3)出示课件：陈启源办厂__;四大家族与荣氏企业。 

  学生活动：分析历史资料，回答问题。 

  学生回答：(1)最后被外国公司吞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帝国主义又一次在中国大量倾销棉花和棉纺织品，纱厂的产品被迫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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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销售，收不抵支，负债累累，做后被吞并。 

  设计理念：【让学生认识到民族工业发展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必然有革命的一

面】 

  小结：导致近代民族工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的一面，所以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由于软弱、

妥协，最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成功。 

  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 

  教师活动(置疑)：我们已经纵向了解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你

能一句话概括一下发展的特征吗?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总结

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 

  设计理念：【承上启下，带出相关问题，激励学生探究】 

  学生活动：分析书中所给的 3幅照片，说说民族工业在行业发展

上的特征。打开彩色地图，分析民族工业分布的地域特点。 

  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总体水平落后-----表现在： 

  (1)从行业上看，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部门 

  (2)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大城市。 

  设计理念：【培养学生从图中获取有效历史信息的能力】 

  三、小结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点出应掌握

的知识点。 

  设计理念：【画龙点睛，明确问题，理清学生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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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谋划策活动 

  教师活动(出示课件)：分析课本上的材料，这段话反映了什么问

题? 

  毋庸置疑，加入 wTo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

好机遇。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大量优质价廉的进口品种冲斥我

国市场，对我国民族工业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请你为我们民族工业

的发展出谋划策。 

  学生活动：讨论、分析、自由表达。 

  设计理念：【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学生历

史责任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板书设计 

  1.民族工业的产生、初步发展(萌芽阶段)──黄金时期──萧条

破产阶段 

  洋务运动甲午战后一战期间一战后至新中国成立 

  发展原因发展原因发展的障碍 

  2.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艰难曲折、落后、不平衡 

  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案篇 5 

  [课标内容] 

  (1)讲述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等外交史实。 

  (2)以我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等史实为例，说明我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教学目标] 



 
 

第 25 页 共 50 页 

  一、知识与能力 

  (1)通过了解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过程及中美建交的经

过，分析其重大意义，提高学生分析阐释历史现象的能力。 

  (2)讨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

力。 

  二、过程与方法 

  (1)指导学生阅读课文，搜集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另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恢复过程及中国合法席位恢复后在联合国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而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大意义。 

  (2)指导学生查阅资料及阅读课文有关内容，了解 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情况，认识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及中美关系发

展曲折复杂的原因。 

  (3)阅读课文，了解我国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的特点

及外交活动的重大成就，理解我国外交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20世纪 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及中美建交，

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 

  (2)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

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3)认识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提高综合国力

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从而激发学生为人类进步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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