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解放战争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解放战争教案篇一

通常不同的施教者，对同一个知识点的处理会有所不同，正
所谓“教无定法”，任何一节课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
我们却可以运用教师本身的特长结合学生实际创造出一
节“实用、实效、实在”的课堂效果。

在准备《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课的过程中，我尝试了多种上
课方式，进教材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课件做了多次修改。
其间遇到一些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如何使用当前教材的问
题。目前这一套教材和老人教相比还是和20xx年版的相比，
许多内容都删除了。删除了哪些应该加进课堂，哪些是可以
不讲的很难把握，题标也不明确。就比如分析甲午中日战争
的时候，原因部分从简讲到细讲和补充，在备课过程中我也
准备了国际方面的原因。但是考虑到补充的课外知识太多的.
关系，并没有使用，在评课的时候许多老师指出了这一点不
足。这使多对新课改的教材感到迷惑、迷惘！

在课程目标和情感价值观方面，这节课除了让学生了解和理
解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和理解《马关条约》的内
容及影响外，更多想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培养学生
确立为建设祖国而努力的目标，培养学生关心时政，增强分
析和理解国际形势发展的能力。

我认为教学设计只是一个预设的提纲，更多的知识是在课堂
上师生的建构中生成的。在课堂上不能陷于自身的设计而忽



略学生的发挥，应该抓住学生的话题展开。当然这构建在老
师本身的综合素质和反应能力上面，是长期刻苦训练出来的。
我们不能期待每节课都有许多问题的生成，但我们可以用已
经有的课堂实践经验指导我们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这为我
们以后撰写教案，修改完善教学设计大有裨益。虽然我们要
准备从形式上来说是一节好课，会很费时也很累，一旦我们
用心投入了，借鉴了别人的经验，并且自己消化了，在以后
的教学中能变得很轻松，很得心应手。

解放战争教案篇二

《美国独立战争》一课内容多，知识点多，情感目标突出，
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对教材先进行恰当的整合，把内容有条理
地展示出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绪明了、简洁。本课我
首先从当前实际出发，由中日的钓鱼岛中美国的不光彩介入
为导课，进而说明美国短暂的发展史三步走，而本课乃是第
一步，即美国的独立，课堂学习中，从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
经过、结果及胜利的意义几方面阐述，将1787年的的宪法又
独立来学习，这样的整合教材使内容清晰，便于学生的识记，
同时，针对美国的胜利。

我留给学生充裕的时间，让学生交流讨论，为什么在力量悬
殊的情况下，能取得胜利，激发学生的情感，明白“正义是
不少战争战胜的真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交流，我思考总结，由于内容多，所以
在教学过程中，对美国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事迹
的'学习安排略少，对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的评价不够完
整。“学无止境”在今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多学习，丰
富自己的教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解放战争教案篇三

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要让学生爱听。



我们如果能用学生喜欢的方式去教学，课堂将会是多么的朝
气蓬勃，历史学科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
是对人的教育。

本节课教学的内容，说难又易，难的是教学方法难以突破，
易指多数学生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所以我就整合了多个版
本教材的特点，把黄海海战和《马关条约》签定做为教学重
点，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尤其在引导学生分析研判邓世昌
时，从他的责任感中体会爱国情感，从他的人格尊严感悟到
国家精神，以小见大。课堂在创设历史情境，能有效的调动
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课堂气氛和谐融洽，学生学习状态
精神饱满。

1.课堂中要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我将新教育理念渗透其中，
如讲解《马关条约》的内容时，不但要让学生知道哪些条约
内容，老师还要引导学生利用图标对比《南京条约》，让学
生自己分析，在分析的过程在，让学生深刻认识《马关条约》
对中国的严重危害，这样的一些分析，能培养学从多角度考
虑和思考问题。老师在引导学生探究问题的时候，是从问题
入手，环环相扣，然后是层层深入。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探
究中，使学生思维活动始终在进行着，并且在思维活动中得
出自己的认识。

2.充分利用教材，而不是照本宣科。《马关条约》的教学，
我打破了传统模式，对教材中《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进
行重新设计，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马关条约》的签定，中国
失去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尊严，通过让学生感悟到通过本
课学习，我们不要积聚仇恨，而是自我反思和警示，要以史
为鉴，面向未来。

在课堂中，我也分明感觉到学生的回答是自己内心流淌出来
的，有自己的.见解，而不是照着课本读。“润物细无声”，
我想，这恰恰是思想的意义与力量所在。同时，在这样的过
程中，关于黄海海战、《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影响等核



心知识，相信学生不必于课后再去死记硬背，因为，这已内
化为他们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了。

诚然，因为是一节“原生态”的课，也有瑕疵，如时间的把
握、教材的取舍、语言的过渡等。好在叶谰教授早说过，真
实的课总会留下遗憾，聊以自我安慰。不过，伴随阅读而生、
不乏亮点的教学设计，足以给自己更坚定的信念：教师生涯，
阅读作伴。

解放战争教案篇四

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史上册的重要内容，也是中考的重点内
容。美国独立战争是以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进行的一次资产
阶级革命，具有双重性，既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一场资
产阶级革命。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看，美国是美洲第一个
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为学习下一节：《拉丁美洲的独
立运动》打下了基础。从资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看，它与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等都属于早期大革命时代，把它
放到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可以加深学生理解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对世界旧秩序的冲击。这一课内容丰富，
知识点多，在教学中如果通过教师的讲叙，教师肯定是很辛
苦，但教师使用远程教学设备，把知识点利用大屏幕进行展
示，节约了时间而且学生学习的时候能带着问题进行学习，
掌握的历史知识点也很快。师生互动也比较有针对性，学生
学习有了一定的方向。但也因此束缚了学生，有点教师牵着
学生走的嫌疑。在这一方面有待进行提高。正确处理历史基
本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关系。按照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历史
课程应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历史知识和能力"，又要"克服重知
识、轻能力的弊端"。于是，在课堂上我重视引导学生借助历
史地图或图片来掌握历史知识，学会从图中寻找历史信息，
（课堂上出示了美国国旗图、华盛顿人物图片、《波士顿倾
茶事件》图、《独立宣言》图、《美国独立战争形势图》、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美力量对比图表》等），通过看图、
分析图，学生们增强了识图能力、观察和分析图片及史料的



能力。总之，只要我们多留意，多总结，那么，我们给学生
的就不是"鱼"，而是"渔"，这会让学生受用一生的。

解放战争教案篇五

教学反思：

1：使用多媒体教学学生的兴趣较好，对课堂有很大的帮助，
节省了不少时间，对材料可以直接在大屏幕上展示，直观性
很强。对有相同作用、意义的事件可以很好的比较。

2：同学们对国旗感兴趣，通过国旗的导入，不仅使学生复习
了已学过的知识和掌握了课外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
了学生学习本课的兴趣。学生在对中国和美国国旗的含义时
发言相当的积极，学习热情很浓。

3：结合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时，使历史回到了现
实。学生的学习兴趣也相当的浓厚。小组讨论相当的激烈。
提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思考价值。

4：教师布置问题给学生看书思考、小组讨论，充分体现了以
学生为主体，先学后教，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在课堂
上布置的一些问题既能让学生掌握了本课的历史知识，还培
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在这一节课上回答问题相当
踊跃。

5：这一课内容丰富，知识点多，在教学中如果通过教师的讲
叙，教师肯定是很辛苦，但教师使用远程教学设备，把知识
点利用大屏幕进行展示，节约了时间而且学生学习的时候能
带着问题进行学习，掌握的历史知识点也很快。师生互动也
比较有针对性，学生学习有了一定的方向。但也因此束缚了
学生，有点教师牵着学生走的嫌疑。在这一方面有待进行提
高。



6：学生对民族（美利坚民族）形成与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共和
国等概念一下很难理解，如果在教学中对这些概念进行过多
的讲叙，又会导致课堂时间紧张，学习的重点分散。这需要
布置学生进行课前预习。从而不会影响教学的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