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 初中历
史课教学设计及反思(实用8篇)

请示问题时，要尊重对方的观点，虚心接受意见和建议。请
示的态度要真诚和谦虚，不要抱着取巧或推卸责任的心态。
如果您正在纠结如何向老师请示问题，请不妨看看以下的请
示信范文。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一

1、记住“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大致走向，以及中国与欧洲开
始直接交流的时间。

2、理解“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认识“汉委奴
国王”金印历史价值。

3、通过识图培养观察能力，培养从历史文物获取有用信息的
能力，概括“丝绸之路”和“南方丝路”。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丝绸之路”导入新课。

2、通过“丝绸之路”示意图，让学生了解掌握“丝绸之路”
的起点。

3、通过师生互动，学生讨论等形式，探究“丝绸之路”形成
的意义和作用。

4、通过相关史料图片，了解汉与朝、日交流的历史。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了解两汉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认识国家、地区间的交流对各国和世界经济文化的促进作
用，加深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

【教学重点】

1、丝绸之路

2、两汉时期的中日交流

【教学难点】

甘英出使大秦及其意义

【授课类型】新课

【课时】1课时

【教具】教学挂图

【教学方法】讲述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老师导入)两汉时期，中国以高度文明和繁荣富强闻名于世，
中华文明向外传播。同时，中国也要吸取外来文化充实自己。
那么，中国与世界是通过哪条商业通道来实现的呢?(学生回答
“丝绸之路”)，(老师肯定)对，在两汉时期，中外交流主要
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实现的，那么“丝绸之路”是怎样形
成的?两汉时期中国与世界有哪些交流?“丝绸之路”又有什
么意义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



(板书课题)两汉时期的对外交流

(老师导课)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丝绸之路”的知识。

(板书第一标题)

一、丝绸之路

1、(出示《丝绸之路示意图》，老师讲解)丝绸之路以长安为
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翻越葱岭，通向西亚和
欧洲。由于在这条商路上，向外输出的主要是丝绸，所以
叫“丝绸之路”

2、那么，“丝绸之路”是怎样形成的呢?(老师指出)张骞出
使西域后，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其实“丝绸之路”就
是张骞开辟的。(请同学齐读“后人对张骞的评价”)“骞始
开通西域道也。”

3、(老师引导)请同学们比较“丝绸之路”路线图和张骞出使
西域路线图，比较它们的起点和走向。巩固记忆。

4、“丝绸之路”开通后，内地与西域的交流加强了，那
么“丝绸之路”的形成有何作用?(丝绸之路是联系中外的纽
带，沟通了东方和西方，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6、(老师指出)在汉朝时，“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已初步形成。(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小字部分内容，找出
“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走向。)(老
师点拨：中国与朝鲜交往既可通过陆路，又可通过海路实现。
中日交往只能通过海路，但中国和欧洲的首次交往是通过海
上实现的。)汉朝以开放的态度与外界交流，特别是与周边邻
近国家有着密切交往，其中朝鲜和日本深受中国影响。

(板书第二标题)



二、汉与朝鲜、日本的交流

1、(指导读书)，找出中国与朝鲜交流的方式，并勾画出来。
中国的经济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并归纳：(1)中国人移居朝鲜半
岛。(2)中国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传入朝鲜。(3)中国的物品传
入朝鲜，如蜀郡制造的漆器。

2、(指导看图片)教材74页“东汉陶船”、“秦汉造船工场遗
址图”，从这两幅图反映出汉代造船业发达，也反映了“海
上丝绸之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3、(老师指导)朝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与中国一衣带水、隔
海相望的日本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指导读书，出示东
汉疆域图)(1)找出西汉时就与日本有交往的历史，(2)找出东
汉都城洛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地图上的位置。提问：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那东汉的“丝绸之
路”起点在哪里?为什么?(3)找出东汉时中国与日本交往的历
史。(然后讲解，汉光武帝赠给“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说明
了中日交流源远流长，中日人民有友好交往的历史。

4、(拓展提问)中日关系应向什么方向发展才有利于两国的发
展?(对中日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两国只有和
平相处，互利合作，才能促进两国经济文化发展。)

(老师引导)汉朝时，除了与邻近国家交往外，中国还与欧洲
有着友好交流的史实。

(出示第三标题)

三、汉与欧洲的往来

(老师讲述)公元，东汉官员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虽然
没有到达大秦(古罗马)，但他了解了大秦和欧洲更多的情况，
为以后双方的交往准备了条件。



(老师提问)欧洲与中国第一次交往是什么时间?处于哪一世
纪?交往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课堂小结：

张骞出使西域后，内地与西域的交流增多了，丝绸之路开始
形成。丝绸之路上，留下了东西方交流的足迹，它是古代文
明传播的道路，它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彼
此的发展，它的存在反映了两汉时的对外交流十分繁荣。两
汉与近邻、朝鲜和日本有着密切的`交流，与欧洲同样友好交
往。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开放的政策，两汉时的经济文化也
十分繁荣。

课后作业：

一、选择题

1.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和外界陆上贸易的一条重要商路，它
的起点是()

a长安b成都c洛阳d西域都护府

2.标志着欧洲国家与我国开始直接友好往来的历史事件是()

a第赛出使西域b甘英出使大秦c班超经营西域d大秦遣使来汉

3.中国和日本交往的历史悠久。赠给日本倭奴国一枚“汉委
奴国王”金印的中国皇帝是()

a汉武帝b汉元帝c汉文帝d汉光武帝

4.欧洲国家同中国开始直接友好往来开始于哪一世纪?

a公元前1世纪b公元1世纪c公元2世纪d公元15世纪



5.近年来，在平壤附近的古墓中出土了大批汉代文物，其中
有蜀郡制造的漆器。这说明()

a朝鲜在汉朝时和中国有往来

b秦汉的经济和文化对朝鲜有着重要影响

c在汉朝时，朝鲜和中国往来比日本要早

d在汉朝时，朝鲜和蜀郡有直接贸易往来

6.西汉时通向今印度、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实际已经形
成，其起点是()

a重庆b成都c洛阳d长安

7.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和外界陆上贸易的一条重要商路。它
之所以得此各字，主要是国为()

a汉朝向外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影响深远广泛，名称准确行动

b是历史上横贯亚欧大陆的贸易交通线

c丝绸的名字优美动听，人们好记

d第骞通西域后命此名字

8.公元97年，东汉官员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了条
支海后没有继续前行，扩大了国中人的视野。“条支海”是
现在的()

a红海b波斯湾c里海d黑海

拓展训练：



1.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对开通陆
上丝绸之路功劳最大的是()

a张骞b卫青c班超d甘英

2.汉朝时，中国同西方的陆上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
其路线是()

a长安―――河西走廊―――今新疆―――西亚―――欧洲

b长安―――今新疆―――河西走廊―――西亚欧洲

c长安―――今新疆―――西亚―――河西走廊―――欧洲

d长安―――河西走廊―――今新疆―――欧洲―――西亚

3.公元166年，一批大秦人从海路来到中国，这是中国与欧洲
第一次直接交往。由此可推断当时已开辟了()

a陆上丝绸之路b海上丝绸之路c南方丝绸之路d西方丝绸之路

培优训练：

1.丝绸之路的开辟，对汉代社会有什么影响?这条中西通道有
什么现实的价值和作用?

2.你认为当代的中国应实行怎样的对外政策?中日关系应向什
么方向发展?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二

1、知识目标：知道我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的名称、生
活年代、地点和发现的主要考古资料，知道我国早期远古人
类的名称、生活年代、地点、体制特征、使用的工具、火的



使用和发明以及生活组织情况。

2、能力目标：利用课本中的历史地图、图片，培养看图、识
图能力；通过想象北京人一天的生活，培养想象力和写作能
力。

3、情感目标：通过学习，知道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原始人
类遗址最多的国家，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加深对
祖国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通过对问题的探究学习，培
养合作意识和崇尚科学的精神。

二、课程标准

以元谋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为例，了解中国境内原始人类
的文化遗存。

三、重点难点

1、重点：元谋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

2、难点：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演化，掌握劳动在从猿
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教学设备和教学方法

1、教学设备：多媒体

2、教学方法：讲述法、讲解法、谈话法和演示法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视频导入)：《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元谋人遗址》，
学生边观看视频边思考——从这个视频中，你获取到怎样的
信息？请简单概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视频导入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
学生学习兴趣。本课作为历史课程开篇的第一课，先声夺人
地将学生牢牢地吸引进我们的历史课堂至关重要。)

(二)授课过程

1、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

学生回答略。

教师：(展示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图片)，什么是化石呢？请同
学们查字典了解一下。(由于自然作用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地
史时期生物的遗体、遗迹，以及生物体分解后的有机物残余
等统称为化石。)观察这两颗牙齿化石，它们有什么特
点？(硕大、粗壮，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它们同属一个男性
成年个体，而且是门齿化石。)

学生回答略。

教师：另外，考古学家在元谋人的遗址中还发现一些有明显
加工痕迹的石器，像刚才视频中提到的刮削器，而在遗址的
黏土层中还发现了许多炭屑和黑色的烧骨。这些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现在，请同学们扮演考古学家的角色，思考得出自
己的结论，然后在小组内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分享学习成
果。

学生回答略。

(教师呈现中国原始人类主要遗址分布图)

同学们认真观看这一张图片，看看能归纳出哪些有用的信息？
同学们读历史地图的时候，要遵循一些原则：

第一，看图片题目，弄清楚这幅图要告诉我们什么；



第二，看图例，知道图中符号所表示的含义；

第三，看图中的地名、分布方位及古今地名注释；

第四，找出特点。

现在，以四人小组形式共同讨论这两个问题。

同学们讨论、回答略。

教师归纳：从这幅图可以看出，我国已知的远古人类遗址主
要分布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说明黄河和长江流
域的确是中华人民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的远古文明。在这
些远古人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
生活年代最早的是元谋人，他们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知的最早
人类，生活年代距今有大约170万年的时间了。刚才我们已经
学习过元谋人的相关内容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另一
远古人类——北京人。

2、北京人(距今约70万——20万年)

教师展示周口店的照片，为学生介绍：20世纪20年代后期，
在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的岩洞里，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
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

学生回答略。

教师：同学们通过观察，会发现北京人长得既像猿类而又具
有现代人的特征，也因为这样，我们称他们为“猿人”。细
心观察，会发现北京人头部的猿类特征比较明显，比如前额
低平，眉骨粗壮，颧骨突起，嘴部前伸，没有下巴。他们体
格健壮，肌肉有力，毛发非常浓密。

学生讨论、交流、回答略。



教师归纳：正是由于劳动，手由最初只能做简单动作到逐渐
会做各种复杂动作，灵巧性越来越强。因此，手是最先向现
代人方向发展的。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
下肢在四肢分化之后，只担负支撑身体和行走的任务，所以
相对手的发展来说较为落后。而随着四肢的分化和手的发展，
脑也在缓慢地进化。这些变化说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
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

教师展示图片，提问：根据北京人制造的石器图和北京人砸
击敲打图，描述北京人是怎样劳动的。

学生讨论回答略。

教师总结：在原始时代，北京人要面对种种险恶的环境，为
了生存下来，他们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
逐渐创造了和自然作斗争的武器，也就是石器和火。当时他
们已经会制造不同用途的石器，他们通过砸击、敲打、碰撞
的方法，把石块加工成各种形状的石器。同学们可以翻到书
本的第4页，看看顶头部分的小字内容，了解一下北京人打造
的石器。

学生回答略。

教师：说明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了。而从灰烬的成堆来看，
他们还不会人工取火。那么他们的火是怎样来的呢？火又可
以起到什么作用呢？请同学们再扮演考古学家的角色，在小
组内讨论一下。

学生讨论回答略。

教师：对，他们使用的是天然火。火的使用，能够帮助他们
吃熟食、御寒、照明和驱赶野兽，这也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
的能力。虽然如此，当时的生活条件依然很艰险，不仅要抗



击种种自然灾害，还要猛兽的攻击。

在这么艰险的环境下，我们的祖先是靠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一
代代繁衍下来的呢？试着描述一下。

学生回答略。

教师：他们过着互相协作的群居生活。这种社会性是人类的
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力量的源泉。北京人大约几十个人在一
起，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微博的劳动成果，过着采集和狩猎
的生活。采集是北京人获得食物的主要方法。在群居生活中，
他们还处于原始的乱婚状态。这种群体就是原始人群，也就
是早期的人类社会。他们就是靠这种社会组织，经过长期的
艰苦劳动和斗争，顽强地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体质，推动
着社会向前发展。

3、山顶洞人(距今约1.8万年)

到了距今约1.8万年的时候，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又生活着一种
原始人类，因为他们的遗骨化石是在龙骨山山顶的洞穴中发
现的，所以被称为“山顶洞人”。同学们自学一下这一部分
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与北京人的外貌、劳动和生活等方
面的情况进行比较。

学生阅读、回答略。

(三)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哪些知识，你认为重点内容是
哪些？(学生回答略)

教师用课件展示知识结构。

(四)作业



想象北京人一天的生活，写一篇小作文，500字左右。

(五)板书设计

主板书

一、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

云南元谋

二、北京人(距今约70万——20万年)

1、形貌、体质特征

2、制造工具：打造石器

3、使用天然火

4、群居生活

三、山顶洞人

副板书：根据课堂实际需要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三

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设计的实践与思考

武进横山桥中心小学唐海燕赵龙

教学设计是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学习与教
学心理学、传播学、教学媒体等相关的理论与技术来分析教
学中的问题和需要、设计解决方法、评价试行结果，并在评
价基础上改进设计的系统过程。以便获得更有效的教学。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教学设计主要是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系统
方法，在全面考察课堂教学传播系统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
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选择教学策略、制定教
学方案、对教学效果作出评价。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
实现课堂教学过程的优化。提高教师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
形成具有本学科的教学设计理念，构建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
学设计的应用模式。

一、任务的设计

小学阶段的信息技术课到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是
不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更多的命令、操作，就是最主要的
目标？我们认为不是。而是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达到多方
面素质的共同提高。激发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让学生主
动地学习、有兴趣地学习、使学生接受多方面的情感教育如
审美、环境、合作、爱国等等,使学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
知识、技能、能力、情感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所以我们从
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对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

1、教学内容的安排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化，尽管教材是具体的教学内容，
但在实际教学中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不是随意进行的，要根
据学科的特点、教学需要、学生实际等方面考虑教学内容的
详略，不能一概扩展内容，也不宜把教学内容完全局限于教
材内容范围内。

在苏教版小学《信息技术》上册第17课是《剪贴图形》，其
中包括两个知识点：

（1）会利用“粘贴自”的命令插入图片；

（2）学会利用“复制到”的命令保存图片。



根据我们对学生的了解和教材的分析，认为这两个知识点如
果作为命令教学、功能教学，操作难度小于理解难度，让学
生照着学、试着做几个练习会比较容易，花费的时间也不多，
但是，学生在课上恐怕只能学到一两个好用的方法，而他们
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不会很多。信息技术课是在学习技术，但
是，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绝不仅仅负有学习技
术的责任，而是应该担负起多重职责。只有设计一个有趣的、
有意义的任务，使学生产生对知识的.需要，进而主动探索、
获取知识，并在掌握知识后能应用于实践，解决问题，同时
进一步理解、巩固了知识，获得多方面的收获。这样，为了
让学生在课上得到更多的时间，去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我们
决定将本课教材的教学内容重新进行组织安排，将“粘贴
自”命令单提出来，作为一课时的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应
加以拓展。

2、教学目标的确定

插入图片是本课的操作技能。只要告诉学生一两个图片文件
的位置，学生就可以试着运用“粘贴自”命令将图片从文件
中调出，操作即可完成。但是，这样完成一个任务实在有些
无趣。从信息技术学科来看，和其他学科的整合已经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了，对于“画图”部分的教学，它和美术课的关
系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要画一幅画，要在图中插入图片，就
有一个美学问题，如审美能力问题。学生在“画图”中完成
的作品，是他们运用计算机所提供的特殊工具，发挥其美术
方面的才能完成的。在计算机课中，老师同样应该渗透审美
教育，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所以，本课从能力方面，涉
及考虑到应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1][2][3][4]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四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西欧庄园的特点

教学难点：比较西欧庄园中的农民与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的异
同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农奴阿布拉黑的一天(片断)

在领主自营地上，阿布拉黑整天忙于耕作，恨不得有三头六
臂。他驾着一队耕牛稳步行走，把土地梨成整齐的田垄、田
沟。春光明媚，令人神清气爽，但阿布拉黑头脑中经常出现
管事和他的助手，他们可以处罚他——甚至会鞭笞他——如
果认为他偷懒的话。

阿布拉黑脑海里也会浮现修道院长和其手下僧侣的形象，他
们穿戴着干净的衬衣、衬裤、兜帽、长袜、暖袍和羊皮手套。
僧侣每年都领取新衣服，而阿布拉黑却没有衣服可换，依旧
穿着污迹斑斑的长上衣和绑腿，甚至它们破旧不堪。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8课：《西欧庄园》，走近西欧中世
纪的庄园生活。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庄园的领主与佃户

1.展示：《庄园图解示意图》

2.教师讲述：“典型的庄园”包括着一个农村和周围的田地。
但是普通的庄园，并不如此整齐。较大的庄园往往包括着几
个农村，小的庄园有的只占着一个农村的一部分。庄园的土
地是封建领主所有，而直接生产者的农民通过各种地和形态，



从封建领主的手中取得占用一部分土地的权利，进行个体生
产。

3.学生自主学习：在西欧庄园里主要生活着哪些人？在庄园
里土地是如何划分的？

提示：领主、佃户(包括自由的农民和缺少自由的农奴；庄园
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领主自己保留，直接经营，称
为“直领地”，剩下的耕地是佃户的“份地”)，庄园的周围
大多是林地、荒地等，被称为“共用地”，全体佃户都可以
放牧，按照规定共同使用。

4.材料展示：

材料一庄园的主要工作是农业，同时也有手工业，有木匠、
铁匠，庄园自己酿造啤酒，有自己的磨坊和面包师，总之，
庄园生产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产品。

材料二从日出劳动到日落，劳动的报酬十分微薄。他的家一
般是简陋的小屋用糊了泥巴的篱笆建造的。地面就是泥土，
从上面下来的雨和雪使泥地变得又湿又冷。农民在一只箱子
里塞进些稻草当他的床铺。他的伙食粗糙而单调——不是黑
面包就是褐色的面包。如果收成不好就挨饿。饿死的事情决
不是没有听说过。他当然是文盲，而且是迷信和恐惧的牺牲
品，也时常受到邪恶的领主管家的欺骗。他还要交很多的租
税并服役，可以说，他是一个被蔑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
可怜虫。

5.问题思考：材料二中农奴的生活说明了什么？结合上述材
料，分析西欧庄园的性质。

提示：农奴依附于封建主，缺乏人身自由；自由庄园是一个
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6.材料展示：庄园里的佃户除了耕种自己的份地之外，还要
为庄园主耕种土地，每周都要有几天为庄园主干活，庄园主
直接控制的农奴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为庄园主干活。领主
还向佃户征收其他捐税。

7.问题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分析领主与佃户之间是一种什
么关系。

提示：领主与佃户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
系。佃户有义务为领主劳动，领主也不能随意没收佃户的土
地，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

目标导学二：庄园法庭

1.材料展示：

材料一佃户因为没有认真耕种领主的田地，被罚款6便士；佃
户的家畜误入领主的园子，被罚款6便士；只要领主的磨坊能
够磨面粉，就不得到庄园以外磨面粉，违者罚款20先令。

材料二无权享用公共牧场但仍在牧场内放牧的人，侵犯了全
体村民的权益，判令他们从牧场牵走他们的牲畜，从此不得
占用牧场，违者还要被罚款；某人不按规定的价格卖酒，也
要被罚款。

2.教师提问：

(1)材料反映了西欧庄园具有什么权？

提示：司法权。

(2)根据两则材料分析庄园法庭惩罚各种违法行为的手段是什
么。

提示：罚金。



(3)材料中反映了哪些行为会受到法庭的制裁？

提示：佃户在劳役中怠工、不能完成劳役、家畜误入领主的
园子、到庄园以外磨面粉、侵犯全体村民权益的行为等。

(4)西欧庄园法庭审判的依据是什么？

提示：习惯法或村法。

(5)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欧庄园法庭有什么作用？

提示：庄园法庭既维护了领主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领主的特权，也有利于维护佃户的权益，同时庄园也起着
维护庄园公共秩序的作用。

三、课堂总结

正因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奇特的政治现
象和自给自足的庄园奇景，构成了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独特性。
但历史辩证法总是彰显着永恒的道理，当一种新制度建立的
时候，却孕育了否定这个制度本身的新元素。

板书设计

1.兴起的时间、发展

2.性质：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

3.居民：佃户(自由农民和农奴)

4.领主与佃户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

5.庄园法庭：特点与作用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五

教学设计是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学习与教
学心理学、传播学、教学媒体等相关的理论与技术来分析教
学中的问题和需要、设计解决方法、评价试行结果，并在评
价基础上改进设计的系统过程，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设计
的实践与思考。以便获得更有效的教学。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教学设计主要是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系统
方法，在全面考察课堂教学传播系统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
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选择教学策略、制定教
学方案、对教学效果作出评价。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
实现课堂教学过程的优化。提高教师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
形成具有本学科的教学设计理念，构建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
学设计的应用模式。

小学阶段的信息技术课到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是
不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更多的命令、操作，就是最主要的
目标？我们认为不是。而是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达到多方
面素质的共同提高。激发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让学生主
动地学习、有兴趣地学习、使学生接受多方面的情感教育如
审美、环境、合作、爱国等等,使学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
知识、技能、能力、情感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计算机论文
《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设计的实践与思考》。所以我们从
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对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

1、教学内容的'安排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化，尽管教材是具体的教学内容，
但在实际教学中对教材内容进行调整不是随意进行的，要根
据学科的特点、教学需要、学生实际等方面考虑教学内容的
详略，不能一概扩展内容，也不宜把教学内容完全局限于教
材内容范围内。



在苏教版小学《信息技术》上册第17课是《剪贴图形》，其
中包括两个知识点：

（1）会利用“粘贴自”的命令插入图片；

（2）学会利用“复制到”的命令保存图片。

根据我们对学生的了解和教材的分析，认为这两个知识点如
果作为命令教学、功能教学，操作难度小于理解难度，让学
生照着学、试着做几个练习会比较容易，花费的时间也不多，
但是，学生在课上恐怕只能学到一两个好用的方法，而他们
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不会很多。信息技术课是在学习技术，但
是，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绝不仅仅负有学习技
术的责任，而是应该担负起多重职责。只有设计一个有趣的、
有意义的任务，使学生产生对知识的需要，进而主动探索、
获取知识，并在掌握知识后能应用于实践，解决问题，同时
进一步理解、巩固了知识，获得多方面的收获。这样，为了
让学生在课上得到更多的时间，去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我们
决定将本课教材的教学内容重新进行组织安排，将“粘贴
自”命令单提出来，作为一课时的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应
加以拓展。

2、教学目标的确定

插入图片是本课的操作技能。只要告诉学生一两个图片文件
的位置，学生就可以试着运用“粘贴自”命令将图片从文件
中调出，操作即可完成。但是，这样完成一个任务实在有些
无趣。从信息技术学科来看，和其他学科的整合已经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了，对于“画图”部分的教学，它和美术课的关
系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要画一幅画，要在图中插入图片，就
有一个美学问题，如审美能力问题。学生在“画图”中完成
的作品，是他们运用计算机所提供的特殊工具，发挥其美术
方面的才能完成的。在计算机课中，老师同样应该渗透审美
教育，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所以，本课从能力方面，涉



及考虑到应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六

历史与社会教学，尤其是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是学校实施
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审视当前农村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实
施素质的情况，人们发现其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基础作用，传
统教学中满堂灌、填鸭式、高耗低效的现象依然存在。时代
呼唤新型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需要
一场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历史与社会课堂生活的重建，
让历史与社会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在素质教育中发挥真正
的基础作用，本文针对农村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
一些粗浅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矫治策略。旨在提高农
村初中历史与社会教育效果。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七

20中考作文模拟题设计与构思

陈财胜

【题目】

7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用了2分14秒的时间，
以“致敬，抢修哥”为题，展示了武汉供电局电缆抢修班抢
修工刘跃青裸身三次跳入臭水沟修电缆的过程。刘跃青爱岗
敬业的忘我工作精神感动了当地众多媒体的记者。为探其工
作精神的源头，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面对记者的提问，刘
跃青说这是他的责任。

关于责任，你或许有过许许多多的见闻和经历，或许有自己
的认识和看法，请以“责任”为题，写一篇600字的文章，题
目自拟，文体不限，文题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写作点拨】

一、什么是“责任”。电缆抢修工刘跃青裸身三次跳入臭水
沟抢修电缆，记者问他缘于什么？刘跃青回答：这是我的责
任。刘跃青的回答使我们读懂了什么是“责任”，就是为了
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克服一切困难，
勇往直前的工作态度。

二、为什么要尽责。从孩子的成长、同学们的进步、家庭的
幸福、创造优雅的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角度，谈
“小我”“尽责”的`动因，从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大业、人
民的安康、祖国的未来等角度，谈“大我”“尽责”的动因，
或写尽责会给家庭、社会、人民、祖国带来什么作用、效益、
结果。

三、怎么样尽责。明确自己肩上的担子与社会、人民、祖国
的关系。有理想，有良心，为完成好本职工作努力奋斗，积
极进取，克服困难，忘我拼搏等都是尽责的途径。

【高分路径】

路径a从“学生”角度谈“责任”，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懂
得自己肩上的重担，刻苦努力，顽强拼搏，学好知识，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就是学生的“责任”。

路径b从“老师”角度谈“责任”，“以学生为本”，一切为
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而呕心沥血，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合
格的人才，这就是老师的“责任”。

路径c从“科技工作者”角度谈“责任”，(中考作文)把自己
的工作与人类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
里，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全身心地投入，为人
类研发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成果，这就是科技工作者的“责
任”。



路径d从“解放军”角度谈“责任”，明确自己肩负的重大使
命，苦练军事本领，提高军事素质，时刻把祖国和人民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为民族的安全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这是解放军的“责任”。

如写记叙文，可以通过某一方面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恪
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工作的具体事例来表现主题；如写议论
文，可用事理、事例去论证责任的意义、价值、作用或论证
如何尽责的途径、方法等。

【构思示范】

责任

拾破烂的李老头将两个亲生儿子告上法庭：要儿子们给他养
老金。

法院的秦法官了解到，李老头中年丧妻，靠自己拾破烂攒钱
供两个孩子读书，老大大学毕业后在市人事局工作，老二没
考上，在一家摩配厂工作。老李丧失劳动力后，两个儿子曾
轮流供养他一段时间，尽自己的责任。问题是李老头不顾儿
子们的强烈反对找了个老伴，于是儿子们就停止了对他的赡
养。其理由是：老人中年不续娶，老了才娶妻，显然是加重
他们的负担。李老头也有自己的理由：中年时忙着挣钱抚养
孩子尽自己的责任，没有心思找伴，老了一个人住着寂寞，
况且老婆子有自己的退休金能供养她自己，并没有加重孩子
的负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给生活费。

秦法官多次调解，希望这两兄弟能理解老人的再婚问题并尽
自己的赡养之责，可他们总听不进去。最后只有开庭审理此
案。双方长达四个小时的辩论没有结果，正当法官宣布强制
执行判决时，没想到李老头大喊一声：“我要求儿子们一次
性买断我。”



这一声“买断”惊动了所有人。老李阐明了自己的意思：他
养了老大22年，老二，虽然那时生活水平低，但也有个最低
生活标准。现在要求儿子也按目前最低生活标准一次性给他
买断，然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干了，请秦法官算算
每个儿子应该给多少钱。

这时旁听的人议论开了，只听说买断工龄的，哪有儿子买断
父亲的？法官和几个审判人员议论了一会儿，在电脑上算了
起来：按现在市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50元计算，一年
是1800元，这样老大22年应付39600元，老二19年应付34200
元。

买断费刚公布，没想到会有人鼓掌。这时李老头的辩护人说：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老人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被告再不
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承担责任，作为律师建议有关单位让
两个不孝之子下岗，也来个一次性买断。”

听了律师的话，兄弟两人慌了，他们最害怕下岗，于是违心
地表了态：愿意继续供养老人。

旁听的人顿时热烈鼓掌，李老头拉着两个儿子的手哭
了：“孩子……虎毒不食儿呀！我哪会买断你们？你们真的
拿得出钱来，那份父子情、那份责任能买断吗？”

两个儿子也泪流满面。

[点评]

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充满了生活情趣色彩；小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子女如何孝顺
老人这一社会问题，虽然现实社会未必真有其事，但具有强
烈的现实性和普遍的教育意义。



初中历史课教学设计流程图篇八

内容摘要：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是实现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
如何改变当前农村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的一些弊端，对农
村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进行改革，促使农村历史与社会教育
更快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农村历史与社会教师的一件大事。
本文拟从分析当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的弊端出发，并提
出一些粗浅的改革办法，旨在引起历史与社会教育工作者的
重视。让大家共同研究、改革农村历史与社会教学，从而培
养农村孩子的历史与社会能力，提高农村历史与社会教育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