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舞教案一学期(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蒙古舞教案一学期篇一

上周三，在学校教学艺术节上，出了一节公开课《蒙古的兴
起和元朝的建立》，感受颇丰：

一、大胆创新，重组教材。

本课内容繁多，主要讲述蒙古族的兴起及元朝在我国历史上
的贡献，涉及元朝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民族关系等内容。我
引导学生对本课内容进行分析和整合，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了解本课主要介绍了哪几位历史人物，他们的主要活动有哪
些？再在组内交流，最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交流。又让
学生以这三个人物的主要活动为主线，将这节课的知识线索
梳理出来，进而让学生围绕这条主线进行学习，展开讨论。
这样，不仅丰富了这节课的内容，也拓展了学生的课外知识。

二、生本教育理念指导课堂。我通过研读郭思乐教授和他的
生本教育，感受颇深，我们不应给学生过多的干预，而是给
他们学习上尽可能的自主，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组织者、
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我在课前布置学生搜集与本课相
关的历史资料，课上给学生机会展示；多次组织学生讨论，
解决重、难点问题；在学生探究成果展示的过程中，又通过
小组之间互相质疑来检测学生的探究效果，等等。可以说，
整个一节课，体现了新课程的核心理念，营造了一个和谐的
历史生本课堂教学氛围，既明确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组织
者、指导者的角色，更凸显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三、进一步完善了小组评价机制。我们历史组这学期侧重研
究的课题是“建立较为完善的小组评价机制”，为此我们将
小组评价与班级量化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下课后，我看到八
班学生正在忙着往班级量化考核表里添分、改分，学生积极
性很高，可见小组评价机制初见成效。另外，听课的老师们
一定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就是每当讨论完一个问题之后，小
组之间便展开竞争，都想为自己组多争得一些分。可以说，
这种有效竞争激发了学生的进取心和求知欲，使教学达到事
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四、注重学法指导，巧记历史知识。

我在讲授这节课时，注重了教给学生巧记历史知识的方法。
如讲到元朝开通的两段新运河：通惠河和会通河时，为方便
学生记忆，告诉学生用“通则会，会（惠）则通”的顺口溜
去记忆；在讲到民族大融合的四点表现时，我又告诉学生按照
“汉人到边疆，边疆迁内地，契、女汉化，回族形成”的方
法来记忆；在最后总结这节课的内容时，让学生按照三个时
间、三个历史人物和三个历史事件来掌握。总之，通过巧记
历史知识，更加方便了学生对这节课的学习、理解和记忆，
效果显著。

不足之处：

一、当我讲到元世祖的统治措施时问道“当完成统一后，元
世祖都采取了那些统治措施呢？”这时举手的同学就说到发
展农业、中外交往、政治制度等方面。在学生回答得不够全
面时，我就让一个女同学继续回答，这名女同学回答道“海
运”，我又接着问历史课代表，课代表也回答“海运”。这
时，我语气较为生硬的说：“不要重复。”这时课代表就红
着脸坐下了。我想，当课代表回答得不能令我满意时，我应
该换一种评价语，如“哦，你们俩的答案是一样的，再好好
想想”等，这样就不至于伤害到学生。



二、在讲到“行省制度”时，老师设疑：谁能解释一下“什
么是行省制度？”这时，我叫了一名男同学。这名同学把行
省制度解释完之后，我又问：“同学们对他的解释满意
吗？”有学生说“不满意”。结果，我没有听到却说“他的
解释非常完整”。

三、我在课堂上还不够民主与开放。我应该在尊重学生已有
的知识经验基础上，放手让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
不是抛给学生问题，再让他们去探究。要把学习的自主权还
给学生，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在反复验证的过程
中学习知识，快乐的成长。

总之，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将生本教育深入开展下去。真
正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使他们真正的成为学习的主人，
从而让自己的历史课堂更加有魅力！

蒙古舞教案一学期篇二

教学难点：理清复杂的头绪，避免知识混淆;全面理解行省制度
(目的、内容、作用——对西藏和台湾的管辖)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复习提问：两宋时期，我国北方先后出现过哪几个少数民族
政权?(契丹的辽、党项的西夏、女真的金。)

过渡讲解：就在金与南宋对峙时，北方又兴起了蒙古族。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课

“一代天骄”统一蒙古



1.成吉思汗的民族和名字是什么?(蒙古，铁木真。)

2.他为什么会那么坚强和机敏?(他从小经历过重重困境的磨
练，吃得苦中苦。)

3.毛泽东为什么说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可根据62页“动
脑筋”回答：它反映了什么情景?(它反映了当时蒙古各部互
相混战、动荡不安的情景。)后来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后来铁
木真统一各部，结束了内部混战局面，使蒙古迅速强大起来，
贡献很大。)

过渡讲解：在成吉思汗的后代中，忽必烈与祖父一样，也是
杰出的历史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

1.请说出元朝的建立时间、建立者和都城。(1271年，忽必烈，
大都。)

2.元朝在哪一年灭南宋?(1276年)

3.指导学生根据63页的“动脑筋”，结合66页“自由阅读
卡·浩气长存的文天祥祠”讨论回答：这是谁的诗?(文天祥)

过渡讲解：其中“汗青”是竹简的别称，意为史册，表达了
文天祥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元世祖忽必烈起先很赏识文天
祥的才华，后来因为劝降不成，下令杀了文天祥。这是元世
祖在天下初定时，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暴力段，有着残忍
的一面。但他的另外一些措施对历史的发展却有着正面的作
用。

4.元世祖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和对外交往有何发展?(北方农
业有所恢复和发展——禁止圈田放牧，治理黄河，推广植棉;
水路交通运输业发达——开凿会通河、通惠河，开辟海运;商



业繁荣——大都闻名世界;中外交往频繁——《马可·波罗行
纪》。)

5.元世祖为什么要实行新的行政制度?(对空前辽阔的疆域实
行有效管辖。)

6.这种制度有什么特点?(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
省，简称行省。)

蒙古舞教案一学期篇三

本周在上《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这一课时，首先让学
生作了充分的预习，然后通过课件把知识作了系统的整合与
归纳，并注重了新旧知识的链接，同类问题的“串联”。学
生在展示基础知识时我适时的添加追问，当学成吉思汗统一
蒙古时我曾问道“第一次统一蒙古草原的是谁？”学到元朝
灭亡南宋时我曾问道“和南宋并立过的政权有哪几
个？”“在中国古代史上元朝是第几次完成统一？”“到现
在为止我们所学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哪几个？”学到
元朝运河时我把隋朝、元朝的运河图同时投放出来，并追问道
“两朝运河有何异同？”当学到元朝的行省制度时我又问
道“省级制度始于元朝，那县制始于哪个朝代？”当这些问
题适时抛出时，同学们有时面面相觑思考着什么，有时议论
纷纷商议着什么，此时我看得出来学生的思维闸门被打开，
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学生的互助有实效、学生的讨论
有意义。我深深感到在学生学情的基础上适时的追问能让学
生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下课了，一位学生喊道“这节课怎
么快呀？”我暗喜、我暗道“你投入了”。

蒙古舞教案一学期篇四

目标

1.了解元朝的疆域,行省制度和对台湾、西藏的管辖。



2.认识到西藏和台湾自古以来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一切分裂势力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并与任何企图分裂祖国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树立维护祖国领
土完整与统一的意识。

教学

重点

元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辖。

教学

难点

行省制度的内容和影响。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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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新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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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导入: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
战争。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元朝统治者是如何对它进行治理的呢?
元朝在行政制度方面又有什么新的建树和发展?今天学习第11
课,探究这一问题。

课

堂

探

究

板块一元朝的疆域和民族融合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
员之广,咸不逮元。

——《元史·地理志》

材料二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1)材料一、二说明了元朝疆域的什么特点?

(2)小组讨论:与汉唐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的疆域有什么拓
展?

(3)元朝形成了哪一个新的民族?



答案:(1)元朝疆域空前辽阔,元朝的版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2)元朝疆域超越汉朝和唐朝时期。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
东北广大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3)回族。

板块二行省制度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世祖即位……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
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权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
御史台。”

——《元史·百官志》

(1)结合材料一思考:元朝中央机构有哪些?各自分管什么事
务?

材料二元代行省分布图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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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探

究

材料三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
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
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

材料四行省制的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设置等等大多为
后代所承袭……

(3)小组讨论:根据上述材料三、四谈谈元朝的行省制度的设
立有何影响?

答案:(1)在中央,由中书省掌管全国行政事务;设枢密院负责
全国的军事事务;设御史台负责监察事务。

(2)中书省包括山东、山西和河北地区,十个行省分别是岭北、
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

(3)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维护了国家统一;行省是我
国省制的开端,对后世影响深远。

板块三元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元统治者根据各地区的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在东北、
西北、东南、西南地区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加强中央对这些
地区的统治。

(1)小组合作:回顾元朝以前大陆与台湾交往的史实。回顾元
朝以前汉藏两族交往的史实。

(2)结合下面材料,小组讨论:元朝时是如何管理台湾和西藏



的?

材料一(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地隶泉州晋江县,
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锭二十五两,别
无科差。

——元《夷岛志略》

材料二元宣政院印

(3)通过上述问题的探究,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答案:(1)台湾:三国时台湾称夷洲,230年,吴国大将卫温等率
船队到达夷洲,这是大陆人民到达台湾的第一次明确记录;隋
朝时,台湾称流求,大陆商人常到流求贸易。西藏:在唐朝称吐
蕃,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吐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也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

(2)元朝时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琉球(台湾),这是历史上
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

元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宣政院直接统辖,
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事务,朝廷还在当地设置地方机构,任命
官员征收赋税,屯驻军队,实行充分和有效的管理。从此,西藏
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3)台湾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束语:统一全国,结束了分裂局面,符合人民的愿望。元朝的
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设立行省制度和对边疆地
区进行有效管辖,对后世影响深远,促进了民族融合。



板书

设计

当堂

达标

1.元朝时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是(a)

a.中书省b.行省c.澎湖巡检司d.宣政院

2.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下列哪一项不属于进步性的
表现(d)

a.实现了国家的统一b.加强了民族融合

c.推行行省制度d.实行民族分化政策

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是(c)

a.唐朝b.宋朝c.元朝d.明朝

4.元朝增设的专门负责对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管理,同时也负
责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是(c)

a.中书省b.行中书省c.宣政院d.澎湖巡检司

5.元朝开始实行的行省制度,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
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这一举
措(a)



a.有力地加强中央集权b.促进了边疆经济发展

c.改变了南北经济格局d.抑制了民族融合趋势

史料

积累

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为路二十九,州八,属
府三,属州九十一,属县三百四十六。各路立站,总计一百九十
八处。

——《元史·地理志》

蒙古舞教案一学期篇五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蒙古族的兴起、统一和元朝的
建立过程，以及元朝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情况。

通过思考和概括元朝在我国历的贡献，使学生了解元朝的历
史地位，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
蒙古政权，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文天祥在反元
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蒙古族的兴起及其所建立的元朝在我国历的贡
献，涉及元朝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内容。

“蒙古族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行省制度”及“民族融



合”是本课的重点。其中“行省制度”又是本课的难点。另
外，本课内容繁多，讲述时如何做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
也是个难点。

【教学过程】

导入:播放腾格尔的《蒙古人》。

由学生介绍蒙古族的情况：生活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住
在蒙古包里，吃羊肉、喝奶茶。

一、“一代天骄”统一蒙古

1、马背上的民族——蒙古

出示公元12世纪中国各政权形势图。

当时在中国有哪些政权：金、南宋、辽、西夏、吐蕃。

当时蒙古分为许多部落，各部落互相征伐。在《蒙古秘史》
记载：“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
有互相杀伐。”

成吉思汗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动乱岁月。

2、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看录像《成吉思汗》。

思考：铁木真面对逆境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被尊为成吉思
汗?

铁木真童年时，父亲被杀，部族背弃了他，他自己也被仇敌
追杀。面对这样的逆境，铁木真是怎样做的。



铁木真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
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
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重重的磨难没有把他，反而
磨练了他的意志。经过多年的征战，铁木真打败了周围的各
部落，统一了蒙古草原。1206年，铁木真被推选为大汗，尊
称为“成吉思汗”。

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

出示《蒙古帝国形势图》。蒙古帝国形势图，讲解成吉思汗
的扩张战争。

二、忽必烈建立元朝

1、元朝的建立

时间：1271年

都城：大都

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元朝灭南宋和文天祥抗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谁的诗?你能解
释它的意思吗?

这是文天祥的诗。意思是，自古以来，人都不免一死，但死
要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名垂青史。(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
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三、元朝的政治与经济

1、元世祖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世祖

从这段材料可以反映出元世祖的经济政策与蒙古初入黄河流
域时有何不同?

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元世祖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圈占农田做牧场，还治理黄河，
推广棉花的种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北方的农业生产得
到了恢复和发展。

联系前面学习的“江南经济的发展”，这时，元朝的经济重
心在哪个地方?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国家主要的粮食供应来自南方，
要运到北方，有哪些途径?

2、水路交通运输的发展

(1)漕运

对比隋大运河与元朝的运河，有什么不同?

元世祖开凿了两段新运河——会通河、通惠河，与原有运河
连通，使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

(2)海运

海运比漕运有哪些好处?

载重量大，费用便宜，所以粮食运输逐渐变成以海运为主。

3、繁华的大都

当时元朝的首都大都成为繁荣的大都市，以大都为中心，元



朝的对外往来十分频繁。

4、频繁的中外往来

元朝时对外往来的一个使者就是马可波罗。(出示马可波罗旅
行路线图)

5、行省制度的建立

蒙古帝国空前辽阔，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元朝建立了行省
制度。

学生根据《元朝的疆域图》，注意以下地区：

中央：中书省、宣政院

地方：行中书省

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地区。

广州处于江西行省的管辖之下。

四、民族融合的发展

引导学生简要回忆汉以来，特别是三国以来我国民族融合的
史实，以突出元朝民族融合的发展和加强。关于民族融合的
情况，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并找出其四种表现。

1、汉族外迁边疆

2、边疆各族迁入中原、江南

3、契丹、女真同汉族融合



2、回族的形成

通过图片了解回族生活习俗(强调其是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
信仰伊斯兰教)

五、小结(略)

六、作业：课后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