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历史教学设计整本书 七年级历史
教学设计课(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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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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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历史教学设计整本书篇一

目的要求：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聆听《在钟表店里》

一、表演《时间像马车》

哪件乐器像马铃声?哪一件乐器像马蹄声?

小马车奔跑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声音伴奏?

怎样变换力度敲击更加合适?

1、静静地听歌曲录音。

2、听教师范唱，素者教师的歌声轻轻拍手、拍腿。

3、小声跟着老师的琴声有感情地读歌词。

4、跟着琴声填唱歌词。教师注意指导学生用轻松而有弹性的



声音清楚地咬字唱歌。

5、分小组表演歌曲。

6、用打击乐为歌曲伴奏，怎样敲最合适?听一听是否与同学
的歌声融洽在一起很好听。

七年级历史教学设计整本书篇二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就难以避免地要准备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化规划教学系统的过程。教学设计要怎
么写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七年级历史上册第一课教学
设计，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知识与技能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元谋人的发现与距今的年代，北京
人的发现、地点与距今年代，北京人使用石器和天然火以及
北京人的群居生活：山顶洞人的距今年代、发现地点，山顶
洞人的石器、磨制技术和人工取火；山顶洞人过着氏族生活。

通过学习本课初步培养学生理解、认识历史领域内各种不同
知识范围的能力以及观察、想象能力和比较的能力。通过本
课的学习、阅读，可以接触考古知识、神话传说、古史资料、
历史地图、文物插图等各类与历史有关的知识，扩大学生的
视野，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重视历史课的学习。

2、过程与方法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围绕“北京人、山顶洞人的生产、
生活状况”这条主线进行讲解，然后，引导学生分析比
较“山顶洞人比北京人的进步性有哪些”。加深学生对教材
内容的理解。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我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
遗址最多的国家。我国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十多万年以前，
以此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培养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
意识。

（2）通过认清劳动创造世界和人类本身这一真理，培养学生
热爱劳动的思想情感。

1、重点：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2、难点：认识劳动在人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1课时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二）合作交流，解读探究

1、我国最早的人类

（1）我国最早的人类是什么人？他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什么
地方？（学生根据课本回答）

（2）那么，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学生看书、
讨论、交流、教师小结）

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元谋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发现
了一些粗糙的石器，以及大量的炭屑和两小块烧过的骨头，
表明元谋人已经会制造工具和知道用火了。会制造工具，是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七年级历史教学设计整本书篇三

教学目标：

1、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取胜的根本原因是知己知彼，利
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2、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学习作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几步
写清大战经过的方法并复述这些内容。

3、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让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
陶，能有目的地进行阅读，积累语言。

教学重点：

1、懂得在赤壁之战中，东吴取胜的根本原因是知己知彼，利
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2、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学习作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几步
写清大战经过的方法并复述这些内容。

3、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让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
陶，能有目的地进行阅读，积累语言。

教学难点：

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学习作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分几步写
清大战经过的方法并复述这些内容。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走近名著

1、播放《三国演义》主题歌，问：“这是哪部电视连续剧的



主题歌？”

2、交流：你对《三国演义》知多少？

（三国的名称、三国的主要人物、三国所处的位置等等）

3、在一千七八百多年前，魏国的曹操打败了蜀国的刘备，企
图一鼓作气消灭东吴，一统天下。面对强兵压境，孙权与刘
备联合起来，于是在赤壁爆发了一场有名的“赤壁之战”。
（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设疑：“赤壁之战”发生在遥远的一千七八百多年前，
可为什么历史要记录下它？人们又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津津乐
道？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边读边思考。注意读准字音，并
理解文中的词语。

2、交流——“步步为赢”

（1）把下列词语补充完整

调兵将自不（）力波浪（）（）不防备

迎风（）望丢（）弃（）无心（）战不（）其数

（2）你理解了其中的哪个词语？

（3）选择1个或几个补充完整的词语，说一句或几句和《赤
壁之战》有关的话。

三、突破重点，精思研读

（一）理清“火攻”的步骤



1、师生合作读文章第3段。

对呀，3万对50万，如此悬殊的兵力，黄盖也深知寡不敌众，
所以他对周瑜说：“（），但因为他看到曹军的（），于是
他信心十足地提出：“如用（）。”

2、正如周瑜所说火攻是个好主意，关键是怎么打？

指名朗读课文5——11小节，思考周瑜用火攻的方法打败曹军
分哪几步？试着用简短语言概括，同座位交流后回答。

3、多媒体逐步展示：写信诈降、乘风行船、火烧曹船、曹军
大败。

1、火攻这一战是分好几步来实施的，你认为最精彩的是哪一
招？为什么？

a——黄盖诈降

1）展示黄盖给曹操写信的内容（个人读）

2）引导学生分析

a曹操接到黄盖的信为什么会欢喜得不得了？从信中找出原因。

b周瑜既然准备用火攻攻打曹军为什么还要写信诈降呢？

c从曹操接信后的举动看，你觉得曹操的弱点是什么？

b——趁风驶船

1）展示两军对阵图，指名划出风向。

2）思考讨论：



a课文中哪几处写到东南风？（用直线在文中标出）它与火攻
有什么关系？请找到其中的关键词说说理由。

b东吴乘风而来的船有哪几种？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c——火烧曹营

1)从课文9、10小节中找出描写火势旺盛的句子，你觉得哪几
个词用得特别好？为什么？（重点体
会“都”、“封”、“窜”）

2）齐读三句话，再次体会“火攻”的妙处——扬长避短

（三）分步复述

1、听了同学们的发言，知道火攻的每一步都是很精彩的，缺
了哪一步都不行，这么好的计策真让人赞叹不已，找出自己
最喜欢的一招，试着说一说。

2、学生精彩片段复述交流。

3、根据提纲，试着复述全文。

4、小结：看着提纲，大家不难发现，作者就是这样一步步将
这著名的`“赤壁之战”的全过程描述下来，使得文章条理清
楚，扣人心弦。那么读到这里，你从这场战役中收获了什么
呢？（指名交流）

四、总结归纳，课外拓展

1、齐读最后一节，展开想象：

堂堂一代枭雄曹操从华容道仓皇逃命后，当他回到北方，回
首这次大战，他会对着部下黯然长叹：“。”



2、学生想象发言。

3、激发豪情，出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同学们，历史的脚步匆匆，而长江的水依然滔滔，那远去的
硝烟，那逝去的火花，已随风而飘，但在这场著名的战役过
去900多年后，有一位大文豪来到长江边，深深地怀念、深深
的赞叹，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4、用你喜欢的方式诵读。

5、总结：正是有无数像赤壁之战这样的战争、事件串起了我
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辉煌的历史，也正是有无数像苏轼这
样的文人墨客用他们的笔用他们的激情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游历其中，没有一个炎黄子孙会不
为之自豪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深有同感。

6、布置作业

记一记：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
传》、《红楼梦》。

讲一讲：《赤壁之战》的故事。

读一读：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故事，如《官渡之战》、《淝水
之战》。

[板书]

29赤壁之战

知己知彼

天时地利



扬长避短

七年级历史教学设计整本书篇四

教学目标

掌握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历史基础知识，了解中国
境内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存。

通过“火的使用”、“原始人的生活”等问题，让学生充分
展开想象，激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以及
独立思考和进行比较的能力。

让学生了解中国是人类远古遗址最多的国家，是人类的起源
地之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珍视
人类文化遗产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不同之处。

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

(一)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生：女娲造人、亚当夏娃等故事

展示：女娲造人的图片

展示：古猿图片

师：在漫长的岁月过程中，古猿通过劳动，逐步演变、进化
成人。那么，在远古时期，我国境内有哪些远古居民呢?学完



今天这一课，大家就会了解啦。

板书：课题

(二) 教师引导，自学探究：

师：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第一小节，找出我国最早的远古居民，
以及他们的相关信息。

生：(阅读课本后答)元谋人，云南省元谋县，距今约一百七
十万年。

展示：元谋人牙齿化石图片

生：化石(如果学生不知道，师可以直接为学生拓展)

展示：【社会广角】化石是埋藏在地层里的古代生物的遗物。
在化石中含有一定量的14c，随着时间的流逝，14c的量也以一
定的比例减少，所以通过测出化石中14c减少的程度，就可以
推算出化石的年代。(如果学生知道相关知识可直接由学生讲
述)

师：在原始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劳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制造工具，会劳动，是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漫长的岁
月时光中，原始人类在不断的劳动，也在不断的进化，下面
我们一起来了解另一远古居民——北京人。

展示：播放视频资料剪辑《发现北京人》

师：同学们可以从视频中获取北京人的哪些信息呢?(可先在
小组里互相交流，合作归纳)

生：北京周口店，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群居生活，
用火



师：同学们观察的十分仔细，并且能够彼此间合作互助，非
常好，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够继续保持。

展示：北京人头骨、北京人复原像、教师的个人照片

生：(小组合作探究)眉骨突出、颧骨突出、嘴巴突出、下巴
不明显等。

师：北京人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但和更久远的元谋人相
比较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北京人过着群居的生活，并
且他们已经学会使用天然火。

展示：【集思广益】猜一猜，远古居民有可能是通过什么途
径得到火的?

生：(小组讨论)雷电森林起火、草木自燃、偶然磨蹭起火、
露天煤炭自燃(这一情况学生很少知道，可结合本地煤炭资源
拓展)。

师：大家的想象力都非常丰富，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有张开
合理想象的翅膀，才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结合实况点
评学生)

师：远古居民在没有火之前是如何生活的?有了火之后会给生
活带来哪些变化?

生：(如需要可讨论)没有火之前茹毛饮血，非常艰苦;有了火
之后，可以吃熟食、照明、防寒、驱兽等。

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
一大进步。

师：远古居民在不断的演变、进化，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远古
居民的信息，除了通过化石研究，还和考古工作者们辛勤的



科研考察密不可分。比如北京人的发现。

展示： 【历史典故】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
作开始了。经过两年的艰苦发掘，在1929年的一个冬日，工
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为
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
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他顾不得寒冷，决定把
挖掘工作继续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点，已经日落西山，洞
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觉得更冷
了，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

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
果真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
在硬土里。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天色越来
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决定，继
续挖下去，一直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
止。(发现北京人的小故事如果有学生知道可直接由学生讲
述)

师：正是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才使更多的远古居民为我
们所了解，比如山顶洞人。

展示：山顶洞人复原头像、骨针、装饰品

生：(可从形态方面、工具方面、生活方面归纳)

师：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创造了人”，从简单的打制石器
到复杂的磨制石器，通过劳动，原始人类不断进化，社会在
不断的进步。

师：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远古时期的原始
居民们，他们一天的生活会是怎样呢?展开你想象的翅膀，穿
越历史时空，再现原始人的生活吧。



展示：【历史再现】原始人采集图、原始人捕猎图、原始人
生活图

生：(根据展示图提示，选取某一角度，可用多种形式再现场
景)

师：(根据学生的再现实况，师生共评)

(三) 课堂小结，提炼升华：

师：我们这节课介绍了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了解了
远古居民的生活信息，除了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之外，
我国还有许多远古居民。

展示：《中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

师：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这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也更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
些历史文化遗产。

七年级历史教学设计整本书篇五

【课程标准】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的
特征。

【教学目标】

识记与理解：记住他们生活的时代、地域和种植的粮食作物。
理解自然条件对农耕生活的影响。

能力和方法：通过识图，培养观察能力;通过观察原始农耕时
代的器物，培养审美能力;通过河姆渡遗址和半坡遗址、旧石
器和新石器的比较，培养学生掌握、运用比较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中国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贡献，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原始农耕劳动的甘苦及其所创造的价
值，认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他们适应、利用与改造自
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河姆渡和半坡遗址为重点，前者更重。

难点为新石器的涵义，原始居民的生活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大汶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情况。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一、导入新课

我们一日三餐吃的主食是什么?……导入农业及农业的起源而
导入本课的新课学习。

(科考队进入下一站，来到浙江余姚……)

利用学生熟悉的内容谈话，接近历史与现实距离

二、河姆渡遗址

除此以外，他们还从事哪些生产活动?你知道稻谷是如何种植、
储存、加工、食用的吗?

当地的气候条件怎么样?这与先民的这些生活习惯有什么关
系?

指导学生阅读p12史海拾贝。

这是南方的原始居民的农耕文化。那北方的原始居民的农耕
文化是否一样呢?



学生看书、寻找、发现

理解生活的需要制造相应的工具

理解河姆渡原始居民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知道最早种植水稻与粟

过渡，引起学生继续探究的兴趣。

三、半坡遗址

要求学生看书找找“半坡遗址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是否与河
姆渡原始居民一样?”“有哪些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现象?”

观察书上的石器和陶器，看看它们有什么用途?是如何使用
的?

你能根据书上p10小字的描述和你的理解复原出半坡人的居住
的房屋吗?

带着问题看书，有的放矢

大胆猜测、想象

学生看书，然后自己试图画出半坡人居住的房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备注

四、大汶口遗址

在山东泰安附近，比河姆渡和半坡晚些的时候，出现了一处
更先进的原始农耕文化遗址，即大汶口遗址。



现在请大家看看书，想想河姆渡、半坡、大汶口三处遗址的
其同点?各有什么特点?

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想一想“大汶口墓葬的差异反映了什么
历史现象?”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教材，去归纳发现。

五、小结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和粟的国家。我国的原始农耕文
化具有起源早、成就大、存在南北两大类型。

认真听，自豪感。

六、学习活动与学习测评

当堂测评、巩固。

巩固知识、激发兴趣。

【教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