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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萍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 的运 动 ， 人类历史上每
一

次重大的革命运动无不是以 思想解

放为前提的 。 中 国近代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飞跃都与先进的 中国 人在思想领域的探索息 息相关 。

新的 《历史课程标准 》强调高中

历史教学要多层次 、
多角度

、
多形式地

为学生提供学习 的空间 ，
帮助学生健

康发展。 教学的设计和实施要有利于

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
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 ， 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 。

一

、教学理念

新的 《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强调

普通高中历史课要依据历史学科的特

点 ，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 ，尤其是

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 并

使学生通过学习历史增强历史洞察力

和历史使命感 ，
要遵循高中历史教学

的规律 ， 关注学生生活 、密切联系现实

生活 ，培养学生
“

古为今用
”

的时代责

任感 。

二 、教材分析

（

一

）
教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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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维新

变法》 介绍了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 国

人从睡梦 中惊醒
，
向西方学习救国救

民的渐进过程。 深刻体会近代中国人

学习西方的艰难历程及其与救亡 图存

的紧密关系 ， 体验先进人物的忧国救

民十青感 ； 认识人生价值的实现不仅取

决于个人志向和奋斗 ， 也受社会条件

制约 。今天 ，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生价值

的实现提供广阔的空间 ，
青年学子奋

斗进取的精神应该发扬光大 。 所以本

课内容有很大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和

个人励志功能 。

（
二

）教材特点和 学 生特点 分析

本课抽象的思想观点较多 ， 对于

抽象思维能力还有所欠缺的高一新生

来说在理解上有
一

定 的困难。 所以教

师要通过创设情境
、
设计问题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在教师的引导下 ，
学生通

过归纳和演绎的方法 ，
通过合作交流

的方法
，
自主探究英国民主政治发展

的艰难历程 ， 从而提高历史思维的能

力 ，
培养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

三 、教学 目标

（

一

）
知识与 能 力

识记 ： 林则徐被称为
“

开 眼看世

界的第
一

人
”

；魏源的
“

师夷长技 以制

夷
”

思想 ；洋务派
“

师夷长技以 自强
”

思

想等 。

理解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

渐进历程以及每
一

历史阶段中 国人向

西方学习 内容的异同和特点 ； 运用所

学知识认识中 国人民学习西方与救亡

图存的紧密联系 ，
探究当时世界形势

的发展趋势 。

（
二

）过程与方法

首先
，
教师运用直观教具展示



法
，
通过展示文字 、图片等资料 ，

营造

交流学习 的氛围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历史的过程 ，

使学生感知近代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

史知识 。并运用阅读教学法 ，
给学生布

置任务 ， 通过师生互动 、生生合作等方

式引导学生理解 、 归纳本课的教学重

点和难点 。

其次 ， 教师运用 问题探究法 ，层

层设问 、步步引 导 ， 帮助学生养成独立

思考的学习习惯 ，
指导学生积极主动

地运用已有的知识在教师的引导下比

较分析 、 归纳演绎 ， 努力做到论从史

出
、
史论结合

，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

（
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 习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敢

于面对现实
，
冲破藩篱 、放眼全球探索

救国之路的爱国精神与创新精神 ，
培

养学生对国家 、 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
，
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

培养

学生坚强的意志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

（ 四 ）教学重点和难点 的确立

重点 ：

“

师夷
＂

与
“

制夷
”

的关系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思想在洋务运

动中的作用 ； 维新变法思想的特点及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难点 ：分析每个历史阶段中 国人

向西方学习 内容的异同和特点 ， 认识

近代思想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处的历史

背景。

四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新课程要求以学生为中心 ， 教师

起组织者 、引导者作用 。 在教学中坚持

以
“

学生发展为本
”

的教学理念。本课采

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 情景设置法 、讲

述教学法 、讲解教学法 、问题探究法
、
合

作学习法 、 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
能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课堂活动中来 ，

以情境体验历史 ； 以探究认识规律 ；以

交流升华情感 。学生通过自身的情感体

验
，
逐渐把教材的知识分化组合成 自身

的知识体系 ， 同时培养各种技能 。

以学生为主体的 自主性学习是

以教师的主导为前提的 。 教师运用各

种教学方法 、利用各种教学资源 ，就是

要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 引 发主动探究

的兴趣
、
主动思考解决问题 ，养成独立

思考的习惯 、合作探究的意识 。 并且学

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

局部的关系 ，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 、

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 ； 培养从不同

视角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

一

步提高人文素养 ， 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 、 观和价值观。

本课设计突重点 ，
化难点 。 设计

层层递进
，
有梯度并且能够联系现实

，

学生感兴趣能够解答的问题 。 适当穿

插师生的互动活动 ， 调动学生主动学

习 ，积极探究的求知精神 ，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历史思维的能力 。

五、教学过程设计

（

―

）介绍第五单元的主要内容 ，

抓住
“

先进思想
”

这个核心 ， 解读
“

师夷

长技
”

的含义 ，
引 出第

一

个问题 ： 鸦片

战争后先进的中 国人为什么要学习西

方 ？从而导入本课的第
一

个问题 ：开眼

看世界 。

（
二 ）教师讲授开眼看世界 的背

景 、概况 ；
幻灯片展示林则徐学习西方

的具体措施 、
魏源 《海国 图志 》

“

序
”

的

文字内容
；
然后设计问题 ， 引导学生阅

读课本 ，
师生共同分析认识先进封建

士大夫发起的
“

学习西方
”

的新思潮产

生的影响 ，并指出它的局限性 ，进而引

出洋务运动的话题 。

（ 三 ）幻 灯片展示第二个知识板

块
， 并提出 问题 ： 你知道近代先进 的

中 国人向西方学习 是怎样步步深入

的吗 ？ 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如何？ 有何

意义？

（ 四 ）在学生开动脑筋的基础上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认识洋务运动的背

景 、中体西用的 内涵 ，进而认识洋务运

动的本质 。

（五 ）幻灯片展示曾 国藩对洋务

运动的评价 ， 引导学生结合课本内容 ，

尝试 自主评价洋务运动 。

（六 ）教师对学生独立学习 的成

果进行评价 ，并且给出标准答案 。

（七 ）从评价中 引 出维新思想的

话题 。

（八 ）教师讲解维新思想产生的

背景 ， 归纳出三位维新思想的代表人

物
，
然后给学生布置合作探究的学习

任务 ：把学生分成 四个小组 ， 每个小

组归纳概括
一

位维新代表的思想和

特点
，
然后每个小组派出代表汇报合

作交流 的学 习成果 ，
教师讲评 ， 肯定

鼓励 。

（ 九 ）教师讲解维新思想 的影响

和意义 ，并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 。

（ 十 ）反馈练习 ，检验和巩固学习

成果 。

六、教学亮点设计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 ， 我在适当

的时机创设情境 ，设计问题
，
调动学生

的思维积极性 ，
给学生搭建 自主解决

问题的平台 ，
又在关键的疑难点 问题

上充分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 ， 深入浅

出地进行讲解
， 训练了学生的思维能

力 。 本课教学充分体现了新课程的理

念 ： 既有教师的讲授分析 ， 又有学生独

立思考
、
学生的合作探究 ； 既有师生之

间的互动 ，
又有生生之间的合作探究 ，

较为 圆满地实现了教师为主导和学生

为主体的有机结合 。 圈
ｔ

（ 作者单位 ： 甘肃 省 武威市 第 一

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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