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大
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我在教九1班时采用讲解和讨论的方法，启发诱导，使
学生理解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通过自学提纲，理解新中国和平外交与屈辱外交之别，
让学生用类比的方法归纳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第二，建国初，新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国际主要力量的态度及
这种态度所反映出的国际矛盾。

第三，使学生自行理解本目的内涵。在学习周恩来出席万隆
会议这一子目时，采用的是合作、讨论的方法以及小组交流
的方式进行，出示几个题目；如以“走进日内瓦会议”为题，
召开“周恩来外交方法”故事会等，以座谈的方式进行交流，
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通过以上问题的交流，学生较轻松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而在
教九2班时却只能以预习导学为主，让学生掌握最基础的部分，
无法在扩展知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是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15课的内容，本课的主要内容围
绕在各阶段中国的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



在这节课中我设置情景，通过不同难度、层次和性质的问题，
引导学生在旧的知识体系中建构新的知识体系。

在知识的拓展上，我充分把握了这一节课的重点知识，设计
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的重大事件，让学生明白这一
节课的'重点内容。同时，又帮助学生回忆旧中国的外交屈辱
史，增加学生的知识面。

我认为这节课的情感教育目标是让学生感受周总理外交的才
能与智慧，感受周总理独特的人格魅力。通过让学生观看录
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在最精彩的周总理的讲话中我特
意停了下来，让学生设计周总理讲话的开头第一句，通过"创
设情境——提出问题——观点展现——归纳讨论"的模式，让
学生感受到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周总理的巧妙的讲话为
中国的外交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内容安排得太满。因为满，整节课的节奏就很紧凑，学生的
精神要高度集中才能跟上老师的节奏。在讲授新课的过程中
时间分配不大合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篇三

“每次上公开课，都感觉像是脱了一层皮”课后在办公室这
样感叹道；同事打趣道：“等都脱完了，就变成精了。”

上公开课是一个既兴奋又痛苦的过程，整个身心大脑都处于
一个高速思考运转的状态之中。兴奋于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突
破和奇思妙想的出现，痛苦于教学时一门遗憾的艺术。好像
无论怎么用力用心，结果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缺憾，难到
完美。

4月3日终于上完了区公开课，如同往常一样，不仅没感觉到
轻松，反而觉得沉重，自己还有待更大的进步，细细回顾这
节课，可圈可点的亮点或优点不多。需要反思的东西却不少。



就优点而言：

1、小组竞赛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华南师范大学吴全华
教授说：“儿童的天性是活动的，他们的天性也是在他们的
活动中表现出来，活动是他们自由地表现他们天性的载体”。
初二的学生仍带有一些童年的稚气，喜欢得第一名，为了得
到第一名，他们在活动中积极努力，团结合作。所以，为激
发他们的学习潜力和潜能，我采用小组比赛的.形式贯穿整个
课堂。从课堂的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绝大部分的学生动
起来了，争着回答老师的问题，而当老师忘记登记他们回答
问题的票数时，他们更是不断的提醒。可见他们是很在乎自
己的努力和结果的。这样的活动既是尊重了孩子的天性，也
尊重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教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条是周
恩来出席万隆会议，最后这两条线索合二为一，两者都为我
国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我国赢得了良好形象，树立了崭
新的国际形象。本课我紧紧围绕这两条主线主要采用以下两
种方法：

1、比较法：在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我首先引导学生对
近代中国政府屈辱签约等事实进行回忆，概括近代中国外交
的基本特征：不平等、不独立、不自主。然后我紧接着提问：
“哪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如何呢？”让学生读课文第一段毛
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向全世界宣告的那句话，从而得
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外交的特点：平等、独立、自主。通过比
较，从而让学生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为后面理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及意义打下了基础。

2、问题搭桥法：例如在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我首先
提问：这些原则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然后让学生带着



问题自学教材相关内容后指名学生回答，这时学生说的不是
很全面，于是我又把其分解为三个小问题：

（1）新中国刚建立时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2）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哪个国家？（为什么）

（3）当时美国怎样在外交上敌视中国？这样通过以大化小，
引导学生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

3、历史故事法：新教材的简要给了历史课堂一定的弹性和空
间，这就为能在课堂上穿插一些历史故事提供了可能。在本
课要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必须理解“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用外交故事可以加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又可以
引发思考和争辩。

存在问题：

对于感受周恩来的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智慧方面，这节课的设
计还不够，因为学生只有在掌握众多的感性认识之后，才能
提升为理性认识，所以应该多增加一点课外的故事、知识，
让学生明白在新中国外交中，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角色。但由于一节课的时间有限，这节课未能充分有效做到。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上完之后，我感觉这节课主要有以下几点：

成功之处：

首先，在本节课我为学生设置的自主学习的任务较为明确，
学生比较容易的找到问题的答案，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这一个
环节学生完成的不错。



其次，在这节课的视频选用上，第一次我为学生用了原生态
的视频资料时间较长，导致教学的任务没完成。第二次我为
学生学选取了纪录片的视频，内容较短，且也反映了教学的
内容，较好的完成了教学任务。在选取视频的资料上，要立
足课堂实际。

第三，在知识的拓展上，我充分把握了这一节课的重点知识，
设计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的重大事件，让学生明白
这一节课的重点内容。同时，又为学生提出中国声音指的是
什么？一题多用，增加学生的知识面。在本节课上，为学生
总结了周总理的事迹，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容量。

不足之处：

对细节问题的处理不是很恰当。如：学生不理解20世纪50年
代就是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处。外交的`重大事件不知道是外
交成就。不会活学活用。对周总理，不会区分在那些方面是
体现军事家、外交家。容易把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说成是外
交事件。对细节问题要注意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