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手抄报内容(模
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手抄报内容篇一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了解人类历史的起源；（2）掌握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
元谋猿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距今年代，
氏族生活的特点。（3）培养学生的读图和识图能力、比较分
析历史事物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总结出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的代表，读懂
图表、文字材料并从中总结规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起源
地之一，增强民族自豪感。（2）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起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我国最早的人类、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活和生产状
况

难点：远古居民的生存方式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
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具]地图册、我国原始人类相关多媒体、考古新发现图

板书设计：

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一、元谋猿人：最早、170万年

二、北京人：时间：70---20万年

生活方式：群居生活

发展水平：用天然火

三、山顶洞人：时间：1.8万年

生活方式：氏族生活、工具进步

发展水平：人工取火

[授课过程]

教学内容

教法、学法

导入新课：

1、我国最早的人类



元谋人距今170万年中国最早的人类

多媒体展示女娲造人的民间故事,询问学生：谁能讲一讲民间
故事女娲造人的传说，以此导入。可问学生：西方人类起源
的传说。

鼓动学生争先回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集体回答还是单人
回答。

简单介绍考古的一些知识，如化石、定年方法等。

教学内容

教法、学法

2、北京人

发现时间：1929年

发现地点：北京西南周口店

生存年代：20—70万年

体貌特征：手脚分工明显、残留猿的某些特征

生活状况：群居生活

生产水平：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使用天然火

3、山顶洞人：

时间：1.8万年

生活方式：氏族生活、工具进步



发展水平：人工取火

小结：总结本节课学习的三个远古居民的代表。

巩固练习：（见课件）

作业：（见课件）

多媒体展示北京人头部复原图和思考题：读课文找一找北京
人发现的时间、地点、生存年代、体貌特征。

学生共同回答时间、地点、年代，分组讨论根据头部复原图
得出的体貌特征。

多媒体展示北京人生活想象图和阅读要求：北京人过怎样的
生活？为什么？要求学生分组讨论。

多媒体展示问题：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
提示可以按时间顺序，也可以按衣、食、住、行的顺序。

多媒体展示问题：想一想，北京人是怎样得到火的？

问：读第5页小字，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多媒体展示：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的分布图。说明了什么
问题？学生回答。

读第5页最后一段，找出山顶洞人的生存年代和体貌特征。学
生回答。

多媒体展示：山顶洞人的头部复原图和北京人的头部复原图，
比较两种居民的差别。

读第6页第一、二段，多媒体展示：山顶洞人的生活复原图及
其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分析山顶洞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学生回答。

多媒体展示问题：动脑筋，海蚶是生活在海里的。在山顶洞
人人的洞*中发现海蚶壳说明了什么问题？你是怎样看的？学
生分组讨论后回答。

多媒体展示：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以此为本节课的板书设
计。在展示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共同回答。

多媒体展示：设计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分组抢答的形式。

多媒体展示，鼓励学生自己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手抄报内容篇二

【设计简说】

本课主要以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初步的接触历史的学习方法
为主，通过创设历史情境、讲述历史故事、渲染历史气氛等
方式，以教材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历史、培养历史学习的
兴趣。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对教材的分析，我把课堂分
为三部分来学习：神话中想象的答案、遗址中出土的线索、
尘埃中封存的真相。明确本课的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更清晰
的把握上课的思路，达到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落实。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让学生了解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存
相关史实，培养学生通过遗存了解古人类的生活的能力，并
通过比较三个人类遗存，认识人类进化的过程。

过程与方法：让学生知道考古工作者和古人类学家发觉古人
类遗存并据此推断古人类发展脉络的艰难历程，了解挖掘古
代遗址和研究化石的方法。让学生通过自学和小组合作，掌



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和合作探究的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对祖国境内远古人类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对考古工作者的认识，让
学生体会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通过对本课
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北京人的生活特征和身体特点;元谋人、北京人、山顶
洞人的比较;遗址与化石的含义和历史意义。

难点：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比较。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师：同学们，首先大家跟我看屏幕，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
习一门新的学科“历史”。什么是历史呢?它有很多层的含义，
我们要学习的历史通俗点讲就是“人类的过去”。那么我们
学习历史从哪里如何入手呢?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先来认识一
下我们国家的过去吧：

文档为doc格式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手抄报内容篇三

以下是七年级历史课文《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说课稿，仅
供参考。

尊敬的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为大家讲课的内容是《祖国境内的远古



居民》。我将从教材、教法、学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五
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教学内容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是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
一课。该单元的主题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本课则掀开了祖国
历史的篇章，内容包括了三个子目，即“我国最早的人类”，
“北京人”，“山顶洞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我国远古居
民的演变发展过程，具有时序性和逻辑性。

(二)教学内容的地位和课标要求

了解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的生活状况是理解中华文明起源于
何时何地的基础。本课不仅掀开了祖国历史的序幕，也涉及
到人类起源及演变的问题，对同学们今后学习世界史也起着
一定的铺垫作用。

课标对本课知识作了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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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课标来看，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较为简单。我结合教材
内容，拟定了一下教学目标：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通过课堂学习，让学生知道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是元谋人;识
记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时间、地点以及他
们生活的年代，了解他们的体质特征和生活状况;我国境内远
古居民不断演变发展进步的过程。



2、过程与方法

学生在感知、了解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的基本史实中，充分
发挥想象力，还原历史情景。初步掌握比较、归纳的学习方
法。在欣赏图片和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学会寻找历史信息，
构建起远古居民发展演变的历史框架。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本课，培养同学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爱国热
情。初步理解“劳动创造世界及人类本身”的唯物史观。

在教学目标和教材内容的指引下，结合七年级学生的特点，
我拟定了以下教学重、难点：

(四)教学重难点及依据

重点：人类的起源，元谋人的地位和基本情况，北京人和山
顶洞人的体质特征及其生活状况。

依据：人类到底从哪里来?对于这一问题，教材虽未重点阐述，
但有必要为同学作简单介绍，这符合七年级同学具有强烈好
奇心的心理特点。对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体质特征和生活状况
的掌握既有利于学生了解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区别与联系，
也有利于同学总体把握远古居民的概括及其发展的历程。

难点：从元谋人到山顶洞人，他们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特点，
火的使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社会组织形式。

依据：会不会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学生掌握远
古居民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情况有利于理解人类通过劳动不断
完善自身并推动社会的发展。火的使用增强了人们适应自然
的能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北京人到山顶洞人
的组织形式体现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



首先要明确学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学情分析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七年级学生，他们刚告别小学生活，踏入
初中课堂第一次专门地接触历史这门学科，几乎没有历史学
科的理论基础。但他们拥有童年时期的天真好奇，又具有强
的求知欲。感性思维很强烈，而理性思维有待培养。因此在
教学实际中，我将大力发挥他们的感性思维，充分利用图片、
多媒体等手段创设情景，使之在脑海中形成远古居民生活的
情景图，同时又引导其从图片中获取历史信息，初步掌握学
习历史的方法，逐渐培养其理性思维。

学法指导上，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同时，启发学生发现问题的
思维，并引导学生通过直观感受、自主学习和探讨合作等学
习方法，提高其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和初步具有理解分析历
史现象的能力。

(一)课前准备

结合七年级学生的特点，我明确了学生的兴趣点和可能存在
的疑惑。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计多媒体，激发学生兴趣，
并通过老师的指导，识记基本知识点和掌握重难点。

(二)讲授新课

导入：

我将紧密结合课本及现实生活，由现代社会中的人引出“人
类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利用教材引言的神话传说和播放一
段人类起源的搞笑视频，激发学生的兴趣，探讨人类的起源，
从而进入新课学习。

新课教学：

这节课我将结合教材内容结构清晰及学生历史基础薄弱的特



点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教材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教
学的同时，整合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对每一个子目的学习。

在学习第一个子目之前，我将承接导入的问题，对人类从猿
到人的演变做一简单介绍，以消除同学们对“人类到底从哪
来”的疑惑，使学生对人的起源有着正确的认识，由此过渡
到第一子目的学习：

1.、我国最早的人类

这一子目内容较为简单，我将以学生看书自学为主，结合我
国境内远古居民的遗址分布图和其他关于元谋人的图片，老
师用提问的方式，使学生识记目前所知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是元谋人，元谋人的生活地点、年代及其生活状况等基本知
识点，并拓展我国境内其他远古人类遗址的分布，让同学知
道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其中重要的
有北京人，山顶洞人和蓝田人等，从而进入下个子目的学习。

2、山顶洞人

对这一子目的学习，我同样以学生为中心，结合课本，让他
们掌握基本知识点。着重通过学生比较北京人与古猿和现代
人的头像来了解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以让学生更加明白，人
类是怎样一步步地从猿演变到人的。此外通过图片引导学生
分析北京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及火的使用，使同学们体会到远
古居民艰难的生活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曲折漫长的过程。几
十万年后，在北京人生活过的地区又生活着一群远古人，进
入第三子目学习。

3、山顶洞人

在这一子目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用比较的历史方法，
以山顶洞人与北京人作比较，来强调山顶洞人的进步性，即
山顶洞人的磨光钻孔技术，学会人工取火，缝制衣服和对死



者的同学与同情，以及山顶洞人的氏族组织形式使学生意识
到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与大自然抗衡的艰难困境中，凭
借着坚韧的毅力，不断前进，最终创造出五彩缤纷的人类文
明。人的力量是伟大的，人的劳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课后小结

第一，我将请学生想象并描述北京人或山顶洞人一天的生活，
或者呈现一个故事，让学生找出不符合史实的错误，以强化
对教材基础知识的识记与理解。

第二，用表格形式，让学生填写出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
人发现的时间，生活的地点、年代，使用的工具，社会组织
形式等项，从纵向了解人类不断进步的过程。

5、作业布置

完成课后“活动与探究”的内容。

我将通过传统教具黑板设计提纲式板书，并嵌入基本知识点，
使用ppt设计图片及辅助材料，以达到既让学生明确知识点的
同时，又对远古居民的生活状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有
着直观的感受。

以上就是我的说课设计，本着素质教育的理念，结合七年级
学生鲜明的特点，本课把教材知识和趣味学习融合为一体，
以期培养学生对历史这门学科的兴趣和初步掌握学习历史的
方法，陶冶学生对祖国源远流长的文明的热爱之情。如有不
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手抄报内容篇四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万物的主宰，是地球的主人，



有人类才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那么最早的人是怎么来的?上帝
造人的传说(讲上帝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
的传说(让学生讲故事)，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困惑。随着科
学的发展，人们终于认识到，人类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由
古猿的一支发展来的。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第一
课，祖国境内的远古人类。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一
历史《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学教案，希望大家喜欢!

【课型】新授课

【设计简说】

本课主要以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初步的接触历史的学习方法
为主，通过创设历史情境、讲述历史故事、渲染历史气氛等
方式，以教材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历史、培养历史学习的
兴趣。 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对教材的分析，我把课堂分
为三部分来学习：神话中想象的答案、遗址中出土的线索、
尘埃中封存的真相。明确本课的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更清晰
的把握上课的思路，达到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落实。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让学生了解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存
相关史实，培养学生通过遗存了解古人类的生活的能力，并
通过比较三个人类遗存，认识人类进化的过程。

过程与方法：让学生知道考古工作者和古人类学家发觉古人
类遗存并据此推断古人类发展脉络的艰难历程，了解挖掘古
代遗址和研究化石的方法。让学生通过自学和小组合作，掌
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和合作探究的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对祖国境内远古人类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对考古工作者的认识，让
学生体会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通过对本课



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北京人的生活特征和身体特点;元谋人、北京人、山顶
洞人的比较;遗址与化石的含义和历史意义。

难点：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比较。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师：同学们，首先大家跟我看屏幕，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
习一门新的学科“历史”。什么是历史呢?它有很多层的含义，
我们要学习的历史通俗点讲就是“人类的过去”。那么我们
学习历史从哪里如何入手呢?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先来认识一
下我们国家的过去吧：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师：这节课其实是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从哪里来?其
实我们的祖先从很早开始就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时
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他们往往用什么来回答
这个问题呢：

生：想象，神话

师：对，我们的祖先往往在神话中想象他们的答案

一、神话中想象的答案

师：那么，我们的祖先想象了哪些神话是和中国人的起源有
关的呢?



生：女娲造人

生：一位学生讲授神话故事(如果说的好大家鼓励，如果说的
不完整，就和大家一起看女娲造人的视频)。

师：那么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大家思考：

这个神话中，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有科学依据么?

如何科学的探寻答案?

(老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引导。由此引出化石、遗址两个
概念)

师： (多媒体展示化石的相关图片)既然遗址中出土的化石是
我们研究中国人起源的重要线索，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本课第
二个板块：

一、遗址中出土的线索

1.元谋人

师：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一自然段，从这几方面认识一下元
谋人遗址：

出土地点、生活年代、出土地点、历史意义(多媒体展示)

生： 阅读教材，找到相关问题的答案，找一个小组的代表

师：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好，在这里大家注意几个地方

元谋人遗址出土了碳屑和烧骨这说明了什么?



元谋人出土了粗糙的石制工具，这说明了什么?

1.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元谋人、北京人、
山顶洞人的历史基础知识。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看图“对比一下，古猿、北京人和现代人的头部有什么
区别”和“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培养学
生的观察和想象能力。通过思考和探究“山顶洞人的生活比
北京人有哪些进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进行比较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周
口店古人类遗址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激发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感，培养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意识。

2.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北京人”是本课的重点。

教学难点：

本课的难点是所讲内容距今久远，只有依据考古发掘成果进
行科学推断并结合必要的、合理的想象，才能理解和掌握本
课的基本内容。

3. 教学用具



多媒体工具

4. 标签

教学过程

一、教法选择：

采用问题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加强学科渗透，增强学习
历史的现实性。

二、学法引导：

自主探究学习法，合作、讨论学习法。

三、课堂组织形式：

面向全体学生，以四人小组为活动主体，创设轻松、和谐的
学习气氛，体现先学后教，学生自主学习。

四、教具媒体组合应用：

利用图片资料、创设情景活动辅助教学。

五、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充分发挥教材的优势，通过上网查找资料进行必要的补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人自来有喜欢寻根的天性。“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教师可利用
“导入框”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说
说他们所知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并由此导入新



课。(板书课题)

本课的难点是所讲内容距今非常久远，学生不易理解掌握，
上课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充分利用一些图片，发挥学生的想
象能力，在想象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断，以此来理解和掌握
远古居民的生活情况。

【导入新课：】 (上课伊始，为了缓解气氛和增加兴趣，可
以用谈话法导入新课)

生：

师：上帝造人的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的传说，这
都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困惑。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终于认
识到，人类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由古猿的一支发展来
的。(点击出示“人类演变”的图片)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出示“我国远
古居民分布图”)

师问：原始人类的分布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分布在这些地方
呢?

生答后师总结：我国的远古人类主要集中分布在长江黄河流
域，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把长江黄河称为母亲河的原因，因
为在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更适合人类生存。这些
史实证明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
我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来学习三个典型的远古人类。元谋人、
北京人、山顶洞人。他们的演进过程，勾画出了中华大地早
期人类进化的轮廓，描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早期艰难的生活
历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序幕。



一、自主先学

自学指导：快速阅读课文，了解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
的发现地点、距今时间和基本生活状况。

二、合作探究、展示点拨

活动设计：远古人类生活的时代距今年代久远，考古学家主
要是靠地下埋藏的遗址、遗存、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来
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我们这节课就以小组为单位来比
赛争当优秀考古学家，进行一番考古探究活动。

【活动一 学习考古】 (对话式：提问引导，让学生了解分析
原始人生活情况的基本方法)

师引：我们先到云南元谋县看一看。学一学如何做考古学家，
看看能发现些什么呢?(点击元谋人的链接出示元谋人遗址)

教师点击出示图片

?

?元谋人牙齿化石 元谋人使用的石器 元谋人化石层中发现的
炭屑

生答：两颗门齿化石 一些粗糙的打制石器 大量的炭屑、小
块的烧骨

师接：经科学家测定，这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及石器、炭屑、
烧骨存在的年代，距今约有170万年。这也就是说，元谋人生
活在距今约170万年前。

师问：“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什么呢?并说明你推断的理
由。”



生答：这些石器说明元谋人已经会制造工具了。因为这些石
器有打击的痕迹，说明不是天然的石头，而是经过加工制造
的。

师问：你觉得他们是怎样制造工具的呢?

生答：

师展示图片解释： 用石块根据需要敲打而成的，比较粗糙。

师追问：由此你还能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引导学生回答出：元谋人已经是人了，因为会不会制造工具
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生接着分析：这些炭屑、烧骨表明元谋人还懂得使用火了。

师小结：大家分析的很好，尤其是元谋人会制造工具这一结
论非常重要。由此看来，生活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
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了。

【活动二 练习考古】

【过渡：】我们再到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山洞里看看。(点击北
京人的链接出示北京人遗址)

“北京人”遗址，是1921年由瑞典学者安特生首先发现的，
此后又有多名学者对其进行了发掘。1927年加拿大学者步达
生对周口店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并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
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年我国考古学者
裴文中在发掘中出土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
界。此后，在周口店地区先后又发现了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
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髂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
和石片等，共十万件以上。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人类遗



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于1987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经过碳素断代和古地磁断代、树木年轮断代等科学技
术的测定，北京人生活在距今七十万至二十万年之间。

第一组图

?头盖骨化石 猿人? 北京人复原像 现代人

第二组图：

第三组图：

灰烬 用火追逐野兽

第四组图：

【分组探究：】

【分组展示：】

第一组：头盖骨和头像

师问：你能描述一下北京人的相貌吗?

学生回答后师小结：引导学生从表格项来对比古猿、北京人、
现代人的不同

前额 眉骨 颧骨 嘴部 下颏 古猿 低平向后倾斜 粗壮 高突
前伸 无下颏 北京人 低平 较粗壮 较为突出 微缩 无明显下
颏 现代人 平滑 薄平 平滑 平整 下颏明显 通过比较，学生
得出结论：北京人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

第二组：石器

生答：这些发现说明北京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了。从第二



幅图看，北京人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只是将石块敲打、砍
砸成粗糙的石器，把树枝砍成木棒。

师追问：想像一下，假如你们是当时的北京人，你们会用这
块石器做什么呢?

生答：

师小结：北京人使用过的石器留下来了十多万件，这些石器
有的形状扁平而刃面锋利，我们称之为刮削器和砍砸器，可
砍伐树木，刮削木棒和窜割动物。还有三棱形的尖状器，可
以挖掘植物的根和茎等。它们都是用石头敲打而成的，十分
粗糙，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在考古学上称作旧石器时
代。

生答：北京人以采集和狩猎为生。

师结：北京人就是凭着极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
争，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生

初一历史《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学教案相关文章：

1.人教版七年级历史教案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2.2019初中历史教学工作计划精选

3.初一上册历史《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检测试题及答案

4.初一上册历史《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期末检测试题

5.2019初一历史老师的工作计划

7.初中历史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教学设计



8.七年级历史上册全册完整教案

9.初一历史上册知识点: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10.七年级历史上册《原始农耕生活》教案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手抄报内容篇五

本课主要以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初步的接触历史的学习方法
为主，通过创设历史情境、讲述历史故事、渲染历史气氛等
方式，以教材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历史、培养历史学习的
兴趣。

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对教材的分析，我把课堂分为三部
分来学习：神话中想象的答案、遗址中出土的线索、尘埃中
封存的真相。明确本课的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更清晰的把握
上课的思路，达到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落实。

知识与能力：让学生了解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存
相关史实，培养学生通过遗存了解古人类的生活的能力，并
通过比较三个人类遗存，认识人类进化的过程。

过程与方法：让学生知道考古工作者和古人类学家发觉古人
类遗存并据此推断古人类发展脉络的艰难历程，了解挖掘古
代遗址和研究化石的方法。让学生通过自学和小组合作，掌
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和合作探究的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对祖国境内远古人类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对考古工作者的认识，让
学生体会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通过对本课
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

重点：北京人的生活特征和身体特点;元谋人、北京人、山顶



洞人的比较;遗址与化石的含义和历史意义。

难点：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比较。

1课时

师：同学们，首先大家跟我看屏幕，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
习一门新的学科“历史”。什么是历史呢?它有很多层的含义，
我们要学习的历史通俗点讲就是“人类的过去”。那么我们
学习历史从哪里如何入手呢?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先来认识一
下我们国家的.过去吧：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师：这节课其实是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从哪里来?其
实我们的祖先从很早开始就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时
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他们往往用什么来回答
这个问题呢：

生：想象，神话

师：对，我们的祖先往往在神话中想象他们的答案

一、神话中想象的答案

师：那么，我们的祖先想象了哪些神话是和中国人的起源有
关的呢?

生：女娲造人

生：一位学生讲授神话故事(如果说的好大家鼓励，如果说的
不完整，就和大家一起看女娲造人的视频)。

师：那么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大家思考：



这个神话中，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有科学依据么?

如何科学的探寻答案?

(老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引导。由此引出化石、遗址两个
概念)

师：(多媒体展示化石的相关图片)既然遗址中出土的化石是
我们研究中国人起源的重要线索，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本课第
二个板块：

一、遗址中出土的线索

1.元谋人

师：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一自然段，从这几方面认识一下元
谋人遗址：

出土地点、生活年代、出土地点、历史意义(多媒体展示)

生：阅读教材，找到相关问题的答案，找一个小组的代表

师：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好，在这里大家注意几个地方

元谋人遗址出土了碳屑和烧骨这说明了什么?

元谋人出土了粗糙的石制工具，这说明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