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教案(通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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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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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贞观之治篇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掌握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和唐朝建立的基本史实，以及唐太
宗的“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统治。

2、过程与方法：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
因，培养

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梳理知识，通过对唐太宗和武则天进行简单的评价，
培养学

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形成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其是否推动社会
发展、历史进步。



教学重点

1.唐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2.女皇武则天

教学难点

恰当评价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

教学流程：

一、春的故事(幼年)

相传有一年春天，一位父亲带着他年幼的儿子外出春游，遇
见一

位相士，相士看了看年幼的孩子对他的父亲说到，这个孩
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说完就不见了，回家以后，父亲就把儿子的名字定为——李
世民!

师：(设计意图)由故事引出本课核心人物李世民，从而导入
新课。

生：怀着极大地兴趣开始本课的学习。

二、夏的激荡(青年)

师：故事中孩子的父亲叫李渊，他是何人?

生：(阅读课文后回答)是唐朝的第一位皇帝，也就是唐高祖。

师：(设问)那么，在整个反隋和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谁立下
了汗马功劳呢?



锐，最终在公元626年的夏天爆发了一场激烈动荡的——玄武
门之变。

生：根据课前预习情况，选派代表生动讲述玄武门之变。

师：适时播放影视资料，渲染气氛，表现这场“夏的激荡”。

三、秋的丰硕(中年)

师：(过渡语)经历了玄武门之变的“秦王”，两个月之后成
为了大唐帝国的第二

位皇帝，也就是唐太宗。

生：观看唐太宗的画像，感受一代帝王的风范。

师：(布置任务)阅读课文p8，思考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生：迅速阅读课文，快速找出答案。

生1：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
伟大。

生2：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生3：皇帝要勤于政事，善听不同意见。

师：一言概括之，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师：唐太宗将皇帝比作舟，将百姓比作水，充分认识到了人
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太宗皇帝说道做到，请同学们阅读课文p8—p9，



搜索太宗皇帝的“治国之策”。

生：仔细阅读课文，独立认真思考，

小组成员热烈讨论，选派代表回答问题。

生1：减轻赋税

生2：戒奢从简

生3：合并州县

生4：善于用人

师：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从两个方面解读太宗皇帝的“治
国之策”。

史记贞观之治篇二

注：以下为机器生成的文章，仅供参考。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贞观之治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主要
得益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和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贞观之治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教
训，以下是我对贞观之治的心得体会。

首先，贞观之治的成功离不开李世民的明智决策和杰出才能。
作为一位明君，李世民以其卓越的才干和睿智的决策，将国
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和派系的私利之上。他善于听取各方意见，
勇于接纳不同意见，让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在国家建设中大显
身手。他还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国家的发展，并确
保政权的稳定。这些决策是贞观之治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次，贞观之治强调以德治国。李世民特别注重道德风尚的
培养和传承，提倡儒家思想，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
念。他注重培养官员的品德和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忠于国家、
有道德修养的官僚队伍。通过严格选拔和考核，他保证了清
廉官员的上位，同时设立了严格的纪律和法规，打击腐败行
为。这种以德治国的理念，在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贞观之治注重发展经济和科技。经济的繁荣是国家强
盛的基石，李世民深知这一点。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促进农业生产，支持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倡科技创新。
他鼓励农民发展种植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还修建了一
条运河，方便贸易和交通，加速了商品流通。在科技方面，
他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和
科技的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贞观之治注重外交和战略。李世民善于处理国际关系，
通过外交手段保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他重视与邻国的友好
关系，积极开展外交交往。他还善于运用武力手段，保卫国
家的边疆安全。他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平定叛乱，确保了国
家的统一和稳定。这种明智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是贞观之治成
功的重要因素。

最后，贞观之治强调民生的改善和人民的福祉。李世民深知
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善人民
的生活水平。他推行减税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还兴
办了济寒食肆，为贫困的人们提供食物和救助。他注重司法
公正，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重视教育，推动全民教育，
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这些措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社会的稳定得到了保障。

总之，贞观之治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位
领袖，要明智决策，以德治国；要注重发展经济和科技，保
持国家的强盛；要重视外交和战略，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更要关心人民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这些方



面都做到兼顾，才能实现贞观之治那样的繁荣和稳定。我相
信，只要我们从贞观之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就能够建
设出更加繁荣、稳定和富强的国家。

史记贞观之治篇三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
统治等基本史实，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唐朝的历史奠定基础。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培
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对唐太宗
和武则天进行简单的评价，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太宗、武则天二帝的开明
思想及其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从中体会到杰出人
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一定推动作用。

【教材分析】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本课的重点是“贞观之治”。唐朝是我国历少有的封建盛世。
唐太宗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在中国
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
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
出现。贞观之治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
了基础。

本课的难点是：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
做出恰当的评价。对于初中学，他们评价一个人物，往往会
带有感情色彩，从“好”或“坏”出发，而不能客观地分析，
这就需要教师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
本方法，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展，尤其是



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

【教学过程】

导入：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然后思考“为什么如此繁
盛的隋朝很快就灭亡了”，使学生理解隋炀帝的残暴统治，
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在农民起义过
程中，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一、唐朝的建立（略讲）

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618年攻占长安，建立唐朝。

时间：618年 开国皇帝：唐高祖 李渊都城：长安

出示《唐朝疆域图》，强调唐朝长安城的位置。

二、贞观之治

出示材料：

学生讨论这段话的含义及从中可以得到的结论：由于唐太宗
对君民关系认识较为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贞观
年间，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就是依据这一思想而制定的。

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归纳唐太宗采取的主要措施（突出房玄
龄、杜如晦、魏征三个人物，也可以让学生讲述有关魏征的
小故事，加深印象，增强趣味性。）

1、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2、注重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3、崇尚节俭；



4、任用贤才、虚心纳谏。

唐太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出现繁荣景象，
国力逐步强盛。历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三、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的女皇帝。（强调）

展示武则天画像，边引导学生看图，边简介武则天经历。

重点介绍武则天的统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发展
农业生产，二是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最后，引用郭沫若对
其统治评价的话：“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讨论：谈谈对唐太宗和武则天统治的看法。

小结：唐太宗、武则天都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
促进唐朝的繁荣强盛，对他们的统治应给予肯定。

史记贞观之治篇四

《贞观之治》这节课主要介绍唐太宗如何采取措施来巩固和
维护统治，最后开启大唐盛世的知识，在教学中我主要采用
导学案的形式先有学生课本对主要知识进行填空梳理，针对
学生存在的问题加以点评和指导，从而形成完整的知识架构；
同时辅以多媒体课件加大课堂容量，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从教学的整体效果来看基本上达到了课前的设想，但经过昨
天张局长和丁科长的点评，发现自己在教学的整体过程中还
有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

1、从课的设计上还要多研磨。从问题的设计、小组的合作与
交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学的手段设计和采用上都
还要再下功夫来研讨，在上课形式上还要加以改进，要让学



生多参与教学，让学生多动手去收集材料、多发言，教师要
发挥主导作用，对课堂要有高度的驾驭能力。

2、教学手段还没有发挥到极致。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教学手
段，不断提升课堂的容量，在组织形式上要加强，针对重点
知识要反复讲，对学生进行不断的刺激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
掌握这节课的知识。

文档为doc格式

史记贞观之治篇五

1、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

2、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

3、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的能力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导入：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然后思考“为什么如此繁
盛的隋朝很快就灭亡了”，使学生理解隋炀帝的残暴统治，
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在农民起义过
程中，6，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一、唐朝的建立(略讲)

隋朝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618年攻占长安，建立唐朝。

时间：618年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都城：长安

出示《唐朝疆域图》，强调唐朝长安城的位置。

二、贞观之治

出示材料：

学生讨论这段话的含义及从中可以得到的结论：由于唐太宗
对君民关系认识较为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贞观年
间，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就是依据这一思想而制定的。

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归纳唐太宗采取的主要措施(突出房玄龄、
杜如晦、魏征三个人物，也可以让学生讲述有关魏征的小故
事，加深印象，增强趣味性。)

1、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2、注重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3、崇尚节俭;

4、任用贤才、虚心纳谏。

唐太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出现繁荣景象，
国力逐步强盛。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三、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强调)



展示武则天画像，边引导学生看图，边简介武则天经历。

重点介绍武则天的统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发展
农业生产，二是破格提拔有才能的人。最后，引用郭沫若对
其统治评价的话：“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讨论：谈谈对唐太宗和武则天统治的看法。

小结：唐太宗、武则天都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
促进唐朝的繁荣强盛，对他们的统治应给予肯定。

史记贞观之治篇六

1、基础知识

2、能力培养

3、思想教育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如何正确评价唐太宗

(一)导入

提问：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学生回答：隋炀帝的暴政。
(过渡)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的武装反抗，隋朝官员李
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反隋。6，隋
炀帝被杀，不久，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二)讲授新课

(多媒体投影简单介绍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5-649年)唐朝第二位皇帝，名字取意“济世安民”，



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庙号太宗。626年，李世民登上皇
帝宝座，他以贞观为年号，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国富民强的
局面，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提问：李世民是怎样登上皇帝宝座的呢?学生回答：玄武门之
变。

教师简单介绍一下玄武门之变的过程。

(多媒体投影展示)玄武门之变发生于626年。6，李渊在李世
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618年，李渊建立
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
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
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太子李建成随即联合四弟齐王
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
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李建成曾经下毒害李世民。武德九年即626年，突厥犯边，李
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把握住秦
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李世民。有人把这一密
议告诉了秦王。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
抢先一步杀死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
的玄武门之变。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
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2个月后李渊
退位，李世民登基。

(过渡)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他以贞观为
年号，在他统治时期(627—649)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局面，历
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探究讨论：“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然后(投影展示)逐一重点分析

一、吸取隋亡教训，居安思危。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唐太宗集自鉴录》

二、任人唯贤，知人善用。

“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
虽仇不弃。”

“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
(愚)勇怯，兼而用之。”

三、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古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旧唐书

卷七十一

四、轻徭薄赋，发展经济，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
不失其对为本。”

五、重视教育，完善科举制，培养人才。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六、不分华夷，民族关系融洽。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
鉴唐纪》

最后教师归纳小结：

总之唐太宗能吸取隋亡教训，居安思危;任人为贤，知人善
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并采取以农为本，减轻徭赋，完善
科举制等一系列开明务实的政策，使得贞观年间(627—649)
出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局面，历
史上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进一步发
展的基础。

(过渡)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很多人对他都
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并归纳一下。
(多媒体投影)

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赞曰：“自古功德兼隆，
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明明宪宗在命儒臣订正《贞观政要》时写道：“太宗在唐为
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
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

毛泽东：“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
耳。”

(过渡)其实唐太宗对自己的功与过也是有说法的。

(多媒体投影)



最后教师小结：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辉煌的政绩足以使得唐太宗成为我国
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他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所形成的
政治思想和君臣一体的政治局面，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政治家多把唐太宗作为自己
效法的楷模，把贞观之治作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

史海拾贝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
抚养，13岁嫁李世民。武德元年册封秦王妃。武德末年竭力
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勉慰诸
将士。之后拜太子妃。李世民即位13天即册封为皇后。在后
位时，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
得力的大臣。先后为皇帝诞下三子四女。贞观十年薨。谥号
文德皇后。上元元年，加谥号为文德圣皇后。李世民誉之
为“嘉偶”“良佐”并筑层观望陵怀念。

(三)作业布置

结合学过的史实来说一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
一。

史记贞观之治篇七

(一)知识目标：

1.知道唐朝建立的时间、都城、建立者;

2.了解唐太宗李世民的基本史实，掌握唐太宗的治国方法，
了解他对唐朝的贡献，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



(二)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初步掌握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唐太宗进行简单的评价。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正确评价唐太宗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所发挥的作用，
使学生从学习中感受到唐太宗这一历史人物的人格品质。

2.了解“贞观之治”时期政治的稳定，离不开忠臣良将的辅
佐和广大人民的.勤劳，当然也离不开唐太宗的个人政治才干。

3.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性改良措施，将促进社会的发展;
让学生体会，今天祖国繁荣发展的盛世景象离不开改革开放
的实行，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

贞观之治;科举制度

对唐太宗的评价

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从教科书提供的材料中，有针对性地
提取有效信息。采用合作交流、小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掌
握唐太宗的统治方式等基本知识。采用自学讨论，老师归纳
的方式，让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初步繁荣的“贞观之治”。本课的重点
是“贞观之治”，难点是评价唐太宗。课前让学生搜集资料，
了解唐太宗的治世方针、一系列统治政策和出现的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的局面。通过预习能说出“贞观之治”的含义及内
容，能够准确的表达，及提问“为什么会出现贞观之治”，
既突出了重点，从而也了解决难点。



史记贞观之治篇八

1、知识与技能：了解唐朝建立、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统治等
基本史实。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
因”，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评价唐
太宗和武则天的统治，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
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多媒体播放影视片断及文献资料，学生查找
唐太宗、武则天相关资料，采用合作探究式学习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认识唐太宗、武则天的开_想及开明政
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从中体会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
的一定推动作用。

本课的主题是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本课重点
是“贞观之治”、“女皇武则天”

本课难点是如何帮助学生对唐太宗、武则天等历史人物作出
恰当的评价。

学生查找与唐太宗、武则天统治相关的资料。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学生漫谈“你所熟悉的武则天是一位
怎样的皇帝?”

(二)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一、女皇武则天

1、在课前谈话基础上展示武则天画像，简介武则天经历，强
调

唐朝的武则天是我国历的女皇帝。



二、贞观之治

1、唐朝的建立和李世民即位

引导学生回忆隋朝的繁盛，思考“为什么如此繁盛的隋朝会
二世而亡呢?”学生自读课文，理解隋炀帝的_统治，激化了
社会各种矛盾，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618年，隋炀帝在江都
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同年，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李渊攻占
长安，建立唐朝。学生自读楷体字辅助文，了解在唐朝的建
立和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功勋显赫，教师补充“玄武门之变”
后，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2、贞观之治

(1)展示唐太宗画像，简介唐太宗其人，讲清“贞观之治”这
一概念。

(2)出示探究问题：你认为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学生先阅读课文，分小组合作，讨论学习，再推选发言人全
班交流。

教师在学生探究学习的基础上，因势归纳出四个方面：

a、唐太宗开明的治国思想

多媒体展示文献资料：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学生讨论这段话的含义，教师小结：唐太
宗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亲睹隋朝的覆亡，他以史为鉴，
居安思危，深刻认识到君民关系有如舟水，贞观年间的许多
治国政策和措施就是依据这一开_想而制定的。

b、唐太宗开明的治国政策

学生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归纳唐太宗的治国政策，经济上轻徭



薄赋发展生产，戒奢从简;政治上合并州县减轻人民负担。教
师简述：这些开明的治国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符合历
史发展的趋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c、唐太宗善于任贤纳谏学生解释“房谋杜断”。

有关最的谏臣魏征，由学生表演一段课本剧，加深印象，增
强趣味性。

教师简述：这些贤才谏臣为唐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保
证唐朝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对治世局面的形成起了
重要的作用。

d、治世局面的形成

学生观察敦煌壁画“唐朝雨中耕作图”，感受经济繁荣景象，
认识到治世局面的形成离不开人民的辛勤劳作。

三、试评价唐太宗、武则天的统治。

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看他对历史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唐
太宗、武则天的开_想及开明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繁荣，为唐
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三)练习与探究设计表格，列出并比较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
史功绩。

(四)巩固与小结

1、复习巩固本课重要知识点。2、学生谈学完本课，知道了
什么?懂得了什么?

《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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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贞观之治篇九

通过学习唐王朝的建立,了解“贞观之治”的历史背景。

通过学习唐太宗的用人和纳谏、贞观新政,了解“贞观之治”
的主要内容,培养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课堂学习、练习,课后自我检测,掌握基本知识。

通过课后活动,加深对“贞观之治”出现原因的认识和对唐太
宗的正确评价。

采用合作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探究式学习。

通过学习唐太宗的用人和纳谏、贞观新政,使学生认识唐太宗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任用贤良,
虚怀纳谏,进一步调整统治政策。他的进步行改革措施,符合
历史的发展规律,终于促成了“贞观之治”。

隋末农民起义后,李渊建唐并统一了全国。唐太宗李世民继位



后,调整了统治政策,在经济上轻徭薄赋、政治上广搜人才,兼
听各种意见,多方完善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其在位时期,被
世人称为“贞观之治”,它奠定了唐朝前期强盛的基础。贞观
时期的政治体现了封建专制制度最鼎盛时期的风貌。因此,本
课是学生了解隋唐盛世的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机会,教师一定
要引起重视,把本课内容讲好讲活。

贞观新政

对唐太宗的评价

初一学生形象思维能力比较突出,对新事物的兴趣相对比较浓
厚。但是,他们理解抽象问题的能力还比较弱,特别是辩证思
维能力基本上还未形成。因此,教师在教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学生提供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分析问
题也应该做好具体事例的`铺垫,否则,学生将难以理解。

“贞观新政”的内容并不困难,教师可以安排学生阅读,并归纳
“贞观新政”的主要措施。还可以让学生进一步分析这些措
施为什么有利于唐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学生理解历史现
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能力。

对唐太宗的评价,教师可以提出问题“概括唐太宗对历史的贡
献是什么?”引导学生总结得出:唐太宗吸取隋亡的教训,形成
开明的政治思想,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措施。政治方面,
一是任用贤良,虚怀纳谏。二是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三是大
兴学校,发展科举。经济方面,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推动
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因而唐太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
家。

史记贞观之治篇十

通过了解隋末农民起义，唐朝建立，唐太宗即位和善于用人、
纳谏等内容，培养和提高客观、全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



能力。通过列举“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提高梳理
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能力。通过对“贞观之治”原因的分
析，认识“贞观之治”的实质，逐步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能力。过程与方法:

了解和收集有关隋朝灭亡、唐朝建立和太宗即位的有关资料，
探讨“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围绕唐太宗用人和纳谏、贞观
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实质等问题开展讨论;以唐太宗和“贞观之
治”为题展开辩论，最终对唐太宗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和“贞
观之治”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做出自己的评价，从而学会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掌握探究式学习的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隋炀帝残暴致隋迅速败亡;唐太宗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调整
统治政策与民休息，遂成“贞观之治”。两相比较，凸显以
德治民、以德治国的重要性。认识唐太宗是中国古代杰出的
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的，但合乎潮流，顺乎民意;“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
的统治比较好的历史时期，它为唐代的强盛和中华文明辉煌
灿烂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新政”

唐太宗的用人和纳谏与贞观之治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贞观
之治”

1、隋朝灭亡隋炀帝继位后，连年大兴土木，多次发动对外战
争，不惜民力，酷虐残暴，终于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农
民起义沉重打击隋王朝，各地地方官吏如李渊等人乘乱起兵，
隋帝国迅速瓦解。至此，隋朝灭亡的原因一目了然。

2、唐朝建立在隋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隋朝唐国公、太原留
守李渊起兵反隋，力量迅速壮大。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
朝，定都长安。



一方面，他是通过杀兄逼父的非正常渠道登上皇帝宝座的，
关于这一点教材明确写道：“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
儿子”，虽然“在唐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著”，
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王位承袭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按
正常渠道李世民将与帝位无缘。于是，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发
动了蓄谋已久的玄武门之变，射杀其兄太子李建成，先迫使
其父李渊立其为太子，后再威逼李渊退位。626年，李世民登
上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是为唐太宗。

但另一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一位非常贤明的有作为的封
建皇帝。他即位后，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认识到人民力量
的伟大，甚至对人民群众产生敬畏之情，意识到“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知道
只有虚心纳谏，“兼听则明”，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鼓励、
倡导臣下提意见，并能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从而涌现出魏
征这样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谏臣;他也知道治理好国家的关键
是选贤任能，所以他能知人善任，尽量做到惟才是举，兼收
并用。上述两个方面的介绍，不仅使学生对唐太宗这一历史
人物有了一个正确认识，同时也说明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而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隋
朝由于统治残暴招致迅速败亡给唐初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以
极大震撼，使得他们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施德于民;主观上，
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
从这一点上说，本目与其说是介绍了唐太宗，不如说是分析了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从而为第三目“贞观新政”的展
开奠定基础。

1、“贞观新政”出现的原因，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而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隋朝由于统治残
暴招致迅速败亡给唐初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以极大震撼，使
得他们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施德于民;主观上，唐太宗李世
民从谏如流，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

2、“贞观新政”的主要内容，



1)是赋役制度方面的改革，突出了百姓服劳役天数的减少和
规定可用交纳实物的方式代替服劳役，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
身依附逐渐松弛。

2)是沿袭、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为隋
朝首创，唐朝加以沿袭并进一步完善，使得这一制度成为中
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并对今天中国乃至
亚洲其他国家的行政体制产生重大影响。3)是在《隋律》的
基础上，多次修订法令，主要原则是删繁就简，化重为轻，
并且编纂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备法典《唐律疏义》。

3、何谓“治世”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像“贞观之治”这样的
封建治世。关于“治世”，“治世”通俗地说就是统治得比
较好的时期，其主要表现是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繁荣，社会
安定，国力强盛。关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像“贞观之治”这样
的封建治世，留给学生自己去思考和体会，然后做出自己的
评价。板书设计：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