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代两个流域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古代两个流域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文明孕育的主要区域及各区域的文明成
果，知道文字出现、阶级、等级、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
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探究大河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通过读图、填图学会懂得图说历史的方法，
提高信息的摄取能力，在文明起源的探究中培养学生分析、
综合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大河流域在世界文明起源中
的作用，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领略文化遗存
感悟人类文明的沧桑巨变，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明保护的意
识。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列举表明文字出现，阶级、等级和国家形成的实例，
了解并知道它们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2．难点：理解自然环境对早期区域文明的影响。

三、教学策略

1．采用探究研讨的模式进行教学，贯穿讲授法、讨论法，指



导学生开展小组探究和合作讨论。

2．采用读图、填图的方法。准确清晰地知道和描述早期文明
孕育的区域和自然环境特征。

3．教师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图册，编写学习任务单。

4．学生准备：预习课本，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单中探究一的1、
2小题，探究二表格中的前半部分。

古代两个流域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早期人类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知道古埃及的金字
塔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了解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较为完善的法典；说出古代印度的种姓
制度。

过程与方法：

利用地图找出亚非文明古国的地理位置了解他们的自然环境，
分析内在联系，培养识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运用
论从史出的方法，说明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的《汉谟
拉比法典》、古印度的种姓制度都是奴隶主剥削压迫人民的
历史见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金字塔不但是统治都剥削人民的历史见证，也体现了劳
动人民的智慧，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



教学重点：亚非文明的突出成就

教学难点：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特点

课前准备：学生搜集有关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印度
的种姓制度的相关资料和图片，并加以整理。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这是世界文明的四个摇篮，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有
了人类文明，人类社会随之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时间

大河流域

古代埃及

公元前35

尼罗河流域

古代巴比伦

公元前3500年

两河流域

古代印度

公元前2500年



印度河流域

古代中国

公元前2070年

黄河流域

大河流域气候湿润，光热充足，地势平坦，适合人类生存；
大河上游高山积雪的融化，导致河水的定期泛滥，泛滥的河
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这些都有利于农业生产
的发展。

水是生命之源，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史中，水都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刚才提到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母
亲河。人类文明依河而兴，河川孕育了人类的文明，水波荡
漾与滚滚逝水交织着人们对河流的记忆。人类文化的发源，
莫不是以大河流域为主要的舞台。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
习第二课大河流域—人类文明的摇篮。（出示课题）

讲授新课：

一、金字塔的国度

这些文明古国都和中国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容，首先，我们来
学习起源于尼罗河流流域的古埃及。

在非洲广阔的土地上，尼罗河由南向北、倾泻而下，注入地
中海。它每年定期泛滥，不仅使河流沿岸的土地得到灌溉，
而且水退后留下肥沃的黑土，便于农作物生长，这就给古埃
及人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条件。尼罗河不仅养育了埃及人民，
而且也孕育了埃及文化。古代埃及人留下了赞颂尼罗河的诗
篇：“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出来，养活着
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这些诗



句反映了古代埃及与尼罗河息息相关的事实。马克思也说过
说：“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
学”。这个论断也反映了古埃及的科学文化知识正是在利用
和改造尼罗河的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尼罗河是埃及的
母亲河，尼罗河河水犹如母亲甘甜的乳汁，养育了世世代代
的埃及儿女。）

古埃及这一目的关键词是什么？

一提起埃及，大家就会想到金字塔，因此把埃及称为金字塔
的国度，金字塔的建筑，从古到今都给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
谜。

大家对金字塔了解知多少呢？请大家畅所欲言。

学生发言后，教师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作总结。

金字塔是古埃及奴隶制国王的陵寝。这些统治者在历史上称
之为“法老”。法老们不仅活着时统治人间，而且幻想死后
成神，主宰阴界，因此，“法老”死后，便取出内脏，浸以
防腐剂，填入香料，将尸体长久保存，称作“木乃伊”。金
字塔便是存放“法老”木乃伊的陵寝。现在，埃及境内保存
至今的金字塔共96座，大部分位于尼罗河西岸可耕谷地以西
的沙漠边沿。

金字塔距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由于它形似汉字中的“金”
字，因而被称为“金字塔”，金字塔本身是一座王陵建筑。
它规模宏伟，结构精密，塔内除墓室和通道外都是实心，顶
部呈锥角。金字塔历经多次地震都岿然不动，完好无损。

金字塔前有座狮身人面像，是古国王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儿
子哈佛拉的形象，它叫斯芬克斯，高20米，长57米，仅一只
耳朵就有两米高。除狮爪是用石头砌成之外，整个狮身人面
像是一块天然的大岩石凿成的。鼻部有损伤，据说是在一次



战争中被拿破仑的士兵用大炮轰掉的。斯芬克斯象征着法老
的权利至高无上，威不可侵。

胡夫金字塔，又称齐阿普斯金字塔，兴建于公元前2760年，
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座金字塔，也是世界上的人造奇迹之一，
被列为世界7大奇观的首位。该塔原高146.5米，由于几千年
的风雨侵蚀，现高138米。原四周底边各长230米，现长220米。
锥形建筑的四个斜面正对东、南、西、北四方，倾角为51
度52分。塔的四周原铺设着一条长约1公里的石灰石道路，目
前在塔的东、西两侧尚有遗迹可寻。整个金字塔建在一块巨
大的凸形岩石上，占地约5.29万平方米，体积约260万立方米，
是由约230万块石块砌成。外层石块约11.5万块，平均每块
重2.5吨，最大的一块重约16吨，全部石块总重量为684.8万
吨。修建金字塔，集中了当时古代埃及人的所有聪明才智，
解决了许多难题，创造了一大奇迹。可以说，金字塔是古代
埃及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古代埃及文明的象征。同时，金字
塔也是无数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它给古埃及人民带来了无
尽的苦难，是奴役奴隶的见证。

古代两个流域教学反思篇三

提到亚非四大文明古国即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大多数同学都
能张嘴说出它们的名字：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
国，中国的历史学生已经系统地学习了两年，在本课中如何
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给学生讲清楚，我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精心了设计了教学过程，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通过谈话法（你知道四大文明古国的名字吗？）自然而
然地导入新课，接着发挥课件的`作用，在电视屏幕上展示世
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示意图，让学生在历史地图上找出各国名
称及各发源于哪条河流，这样学生就直观形象准确地记住了
四大古国的地理位置，为下面的学习打好了基础，并激发了
学习兴趣。



在深挖教材的基础上，抓住了三大古国的主要特色，即古埃
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古印度的种姓
制度，围绕此中心展开教学，先让学生根据导学提纲自主探
究，而后组织活动探究，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1、你如何评价金字塔的修建？

2、汉谟拉比法典和种姓制度的共同实质是什么？

3、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条件上看有什么共同特点？说明理由。

通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在多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引导
归纳，从中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法的指导。

不足之处是时间把握不好。

古代两个流域教学反思篇四

《大河之舞》是一部精彩绝伦的舞蹈作品，其结合了踢踏舞、
音乐与歌剧的艺术形式，以传统爱尔兰民族特色的踢踏舞为
主，融合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佛拉门戈舞，并吸取古典芭蕾与
现代舞的精华，共同营造出一场气势如宏、异彩纷呈的佳作。

为了教学节上好这节课，首先由尚老师在五年二班进行了试
教。根据五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本着由浅入深
的原则，我们把节奏作为本节课学的切入点（x000和xxxx,）以
节奏做为主线，让学生对踢踏舞节奏的感受和体验、模仿参
与进行教学设计。通过节奏的学习让学生聆听音乐、学习音
乐、了解音乐。但是由于本班孩子很少有在外面学习舞蹈的，
并且音乐的思路很窄，再加上孩子们平时没有和我合作过，
所以本节课几乎是失败了。

通过课件的播放，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兴趣，对踢踏舞有直观
的印象。加深对这首乐曲的印象。五年二班孩子们的性格特



点属于非常的木讷、启而不发，大部分孩子不能够伴随着音
乐进行舞蹈。在老师的带领下，做动作的时候，大部分孩子
就是直直的站着，这也给我的上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个
部分几乎是以失败告终。

古代两个流域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轮到我们音乐作课，作为教学节的展示课，我们克服了
没有音乐教室这一最大的困难。准备了五年级第四单元的
《快乐的舞步》一单元。

为了这次教学节，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备课。并且进行了磨课。
第一次是一周前在五年二班进行了试教。根据五年级学生的
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我们把节奏作
为本节课学习的切入点（x000和xxxx,）以节奏做为主线，让学
生对踢踏舞节奏的感受和体验、模仿参与进行教学设计。通
过节奏的学习让学生聆听音乐、学习音乐、了解音乐。但是
由于本班孩子很少有在外面学习舞蹈的，并且音乐的思路很
窄，所以本节课几乎是失败了。

通过课件的播放，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兴趣，对踢踏舞有直观
的印象。加深对这首乐曲的印象。五年二班孩子们的性格特
点属于非常的木讷、启而不发，大部分孩子不能够伴随着音
乐进行舞蹈。在老师的带领下，做动作的时候，大部分孩子
就是直直的站着，这也给我的上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个
部分几乎是以失败告终。

今天在五年一班的正式上课，孩子们展现了一定的.风采。根
据五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
我们还是把节奏作为本节课学习的切入点（x000和xxxx,）以节
奏做为主线，让学生对踢踏舞节奏的感受和体验，孩子们兴
奋的模仿参与，并且通过节奏的学习让学生从聆听音乐、学
习音乐、了解音乐中熟悉记忆音乐。孩子们积极的响应。并
且非常快的就熟悉了乐曲的主旋律。在分段过程中出现了一



个小小的插曲。从我们欣赏乐曲以来都是aba的形式出现的，
有孩子说出了不同的段落。在老师的引导下很快孩子们就回
到了正轨。

孩子们在快乐之中进行着乐曲的记忆，虽然是五年级的大孩
子了，但是在音乐的渲染下，孩子们无拘无束的跟随着音乐
在老师的带领下欢快的舞动着，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这就已经达到了这节课所需要达到的效果。在孩子们欢快的
舞步之中这节课顺利的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