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经济分析 收复台湾和抗击沙俄教学
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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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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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经济分析篇一

本节课作为初一下册的重点章目，这不仅是因为本课涉及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更重要的是本课潜在的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激发学生继承民族英雄的爱国传统，培养为捍卫
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英勇斗争的精神。同时，由于涉及
到台湾的敏感问题，所以在教授的过程中有必要联系时事政
治。但这样由于联系过往的知识造成跨度极大，而且纵深方
面不好掌握。

本节课的条理很清晰，重点掌握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件、清政
府设置台湾府，中俄雅克萨之战，中俄《尼布楚条约》。在
讲述郑成功时，我选择的是播放下载的录音剪辑，提出有关
人物的问题，在他们在听中自己把握有效信息。结果效果非
常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我的引导下，理解了郑成
功收复台湾的背景和条件。而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经过怎么办?
我最初采取的是学生自由阅读，总结。但是从课堂效果来看
不佳。课后，我仔细想了想，其实可以从军事作战方面进行
讲评。，另外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个框题的情感目标非常重要，
而且历史学习也要联系实际，这就是以史为鉴。同时在课下
可以设置这样开放性问题：目前，我们知道的台湾是一个什
么现状?你对现今台湾的出路持何观点?但是由于七年级时事
的知识面较窄，所以有些难度。所以前面要有所铺垫。



台湾经济分析篇二

本课内容是让学生知道世界是多彩的，懂得在交往中探索世
界，培养面对困难的品格。每个人都是世界中的一员，要逐
渐为国家乃至世界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通过自身努力为人类
发展和世界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框题是第五课的基础，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与世界与国家
的关系。在交往中探索世界，彼此守护，共同成长，不断自
我更新，逐渐为国家乃至世界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同时要知
道为世界添光彩的具体做法，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更好地适
应未来社会。第二单元学生了解了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所表现
的大国担当，同时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而
忽略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学生
对自己作为世界、国家、民族一员所负有的责任使命认识不
清，缺乏责任意识和全球观念。

观察、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提高审读林料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本课时的教学中存在着学生视野较窄、教师引导不到位的
赊,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师生需要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问
题，打造更好的。

台湾经济分析篇三

18.收复台湾和抗击沙俄时间教学目标1、通过学生阅读，讨
论，使学生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雅克萨之战及《尼布楚条
约》的签订几方面的内容。

2、通过讨论对比的方法进行知识的纵向联系，温故知新，使
学生不断积累历史知识。

新课内容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

教师介绍其生平

收复台湾

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课本整理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

提问：用自己的语言说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

对台湾的管理

同桌讨论：收复台湾后对其管理如何?

提示：按照书中内容，可分时期进行分类整理。

二、雅克萨之战

提示分类：背景、经过、结果。

仔细聆听

阅读课本，归纳整理并汇报

同桌讨论

小组讨论并交流汇报

通过对人物的生平介绍让学生从开始就对这个过程中的主观
因素进行了解



台湾经济分析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通过本课学习掌握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
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政府设置台湾府。沙俄入侵我国黑
龙江流域。雅克萨之战。中俄《尼布楚条约》。

2．思想教育目标：郑成功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我国领土
台湾，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清政府设置台
湾府，加强了台湾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
了祖国的海防。康熙帝进行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之战，是
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中俄《尼布楚条约》
是一个平等条约，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
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3．能力培养目标：在教师的指导下，要求学生思考“清朝前
期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哪些努力?”以
培养综合分析的能力。

二、教学方法：

综合教学法。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郑成功收复台湾、雅克萨之战以及《尼布楚条约》的
签订。

难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四、教学过程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就派将军卫温率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
今台湾；后来的一些朝代(如隋朝)也派人到台湾，加强了大
陆和台湾的联系；元朝设置澎湖巡检司，正式对澎湖和台湾
进行管辖。（通过这些历史知识的回忆，使学生明确知道台
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在1624年之后，荷兰殖
民者却逐渐占领了台湾。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台湾
后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了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十八课。
（板书课题）

一、郑成功收复台湾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简介一下当时背景：
在新航路发现后，欧洲一些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
期)，为掠夺财富和奴隶，奉行血腥的海外掠夺政策。中国人
民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1661年郑成功率将士从金门横渡台湾海峡，后来打败盘踞在
台湾城和赤嵌楼里的荷兰殖民者。1662年，荷兰殖民者投降，
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
雄。（简介一下郑成功的生平。引导学生分析郑成功的
话“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回忆以前所学习的荷台湾有关的'
知识）。

清朝已经统一大陆，台湾郑氏政权的存在，妨碍了全国统一
事业的实现，郑成功的后代归顺清朝是明智之举。1684年清
朝设置台湾府有利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有利于台
湾的开发，有利于东南海防的加强，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
大事，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雅克萨之战

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沙俄原是欧洲国家，本来不同我
国接壤。16世纪初，俄罗斯才形成统一国家。16世纪80年代
才越过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到17世纪40年代崛起于东北的



清朝正进兵入关，忙于夺取全国政权，统一中国，无暇北顾，
沙俄乘机大肆入侵。沙俄向我国黑龙江流域入侵主要沿两条
路线：一路从1643年起，派哈巴罗夫等越过外兴安岭向南推
进，窜入黑龙江；另一路从1644年起派军队越过贝加尔湖，
逐步向东扩展；沙俄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当地军民进行了坚决斗争。后来沙俄侵占了我国的北方城市
雅克萨。在沙俄政府不听中国提出的撤兵要求，反而加紧武
力扩张的形势下，康熙帝亲自出巡，视察东北防务，组织了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一、雅克萨战役是在沙俄侵略者疯狂侵略我黑龙江流域，沙
俄政府不听中国的劝说和警告，变本加厉地实行武力扩张的
形势下，中国军民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这是正义的；二、
由于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广大将士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各
族人民给予了积极支持，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清军的胜利，使沙俄的鲸吞阴谋受阻，终于被迫同意通
过谈判来解决中俄边界问题。

讲到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时，可指导学生看插图《哈巴
罗夫匪帮侵扰黑龙江》图。讲到清军包围雅克萨，用大炮轰
击时，可指导学生看插图《雅克萨之战》及地图《雅克萨自
卫反击战形势》。

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第一，《尼布
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是中俄双方经过平等谈判，中
国作出了让步(中国让出尼布楚)的情况下签订的。第二，中
俄东段边界的划分，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
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
领土。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主要内容，即中俄东段的具体边界界
线，指导学生看书上图片讲解。

小结：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朝军民抗击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



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
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光荣传统，反
映了我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

台湾经济分析篇五

本节课作为初一下册的重点章目，这不仅是因为本课涉及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更重要的是本课潜在的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激发学生继承民族英雄的爱国传统，培养为捍卫
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英勇斗争的精神。同时，由于涉及
到台湾的敏感问题，所以在教授的过程中有必要联系时事政
治。但这样由于联系过往的知识造成跨度极大，而且纵深方
面不好掌握。

本节课的条理很清晰，重点掌握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件、清政
府设置台湾府，中俄雅克萨之战，中俄《尼布楚条约》。在
讲述郑成功时，我选择的是播放下载的录音剪辑，提出有关
人物的问题，在他们在听中自己把握有效信息。结果效果非
常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我的引导下，理解了郑成
功收复台湾的背景和条件。而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经过怎么办?
我最初采取的是学生自由阅读，总结。但是从课堂效果来看
不佳。课后，我仔细想了想，其实可以从军事作战方面进行
讲评。，另外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个框题的情感目标非常重要，
而且历史学习也要联系实际，这就是以史为鉴。同时在课下
可以设置这样开放性问题：目前，我们知道的台湾是一个什
么现状?你对现今台湾的出路持何观点?但是由于七年级时事
的知识面较窄，所以有些难度。所以前面要有所铺垫。

对于请学生雅克萨之战的讲评，主要设置质疑，比如说为什
么17世纪时我国东南(荷兰人占领台湾)，东北(沙俄侵入黑龙
江流域)边疆问题不断?雅克萨之战可清军大获全胜，为什么
《尼布楚条约》还规定把中国的一部分土地让给俄国呢?然后
在出示《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示意图的课件，让学生自己
复述条约内容。但是，我忽视的一点是没有做到历史的前后



联系，在背20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我才恍然发
现导语的设置存在问题，正是由于19课讲述的东南、东北出
现了一系列的边疆问题，所以进一步巩固边疆与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任务才迫在眉睫，所以清政府才对西藏、新疆、蒙古
额外重视，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