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解放战争课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解放战争课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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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课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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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课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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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课教案篇四

《美国独立战争》一课头绪繁多，知识点众多，情感目标突
出。教材处理得当，讲授得法，就可以很好地锻炼学生辩证
地认识历史问题、准确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课件以图像、
文字、声音、动画等多方面的交融组合，可把复杂的'战争过
程按时间的线性演示出来，条理清晰。“来克星顿之
战”、“萨拉托加大捷”和“约克镇战役”等图片以截取了
历史瞬间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美军以弱胜强的历史情景，
学生加深对于知识点的印象。讲完战争的经过辅以“战争经
过小结表”进行小结识记，讲完全课辅以“美国独立战争简
表”进行总结讲评，让学生从局部到整体地把握课文内容。
在教材处理上，注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渗透。如：

（1）英国殖民压迫的加重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

（2）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

（3）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4）华盛顿被称为“合众国之父”（新中国的建立者毛泽东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
敬）。

情感教育升华了学生思想，培养了学生高尚的爱国情操。但
是，由于本课知识点比较多，因此内容过渡的处理上不是很
流畅，比如在讲述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时，从英属北美殖民
地的建立和发展、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启蒙思想的传播、英
国的殖民压迫和北美人民的反抗分析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会
爆发，各个知识点之间应该是相互衔接，但是对此知识点处
理还需再重新安排，做到水到渠成。在整个教学过程，由于
一些问题的设计超过了学生的知识积累，如应如何评价美



国1787年宪法？教学互动环节，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是非常
强烈。美国独立战争的双重性质是什么？虽然老师事先做了
铺垫，但是学生回答起来还有比较困难，在难点的解决上还
需要再引用一些史料来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己讲出来。

解放战争课教案篇五

我在指导学生学习“甲午中日战争”一课时，发生了这样一
件事：打开一幅“黄海激战”图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中日
双方战舰在海面上战斗，两侧慢慢出现一句诗“此日漫挥天
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接着我点拨：“同学们，这副挽
联是人民为哀悼民族英雄邓世昌而撰写的。在中日海战中，
邓世昌带领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他沉着镇静，
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定同归于尽。
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没入黄海。牺牲
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亲自为他撰联，以歌颂邓世昌在黄
海大战中伟大业绩而作的。这时我想起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岳母为其刺字“精忠报国”。想用历史名句来衬托突出邓世
昌的业绩，又能自然的导入新课。

正在这时，一学生举手要求发言，说“老师，错了，精忠报
国不是赐给邓世昌的”。可能是他的发言激发了另一位同学
的勇气，另一位也站起来说：“我知道精忠报国是南宋初期
的抗金名将岳飞母亲在他后背刺的.字，那岳飞和邓世昌有什
么相同的呢？”

对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我一面用较慢的语速表扬他们
能思考和大胆提问，一面则以飞快的速度思考应付的办法，
如果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教学任务很难完成，这也不是全
班同学感兴趣的话题，我的教学计划中根本没有这一环节。
如果用以前惯用的手段“这个问题我们课后讨论好吗？”这
样做，学生学习的热情、好奇心、学生的创造思维很可能被
扼杀了！



我对学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一
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想我们只要学习一定能弄清所有的问题。
现在我提议分小组学习，你们俩（我真诚地微笑着对刚才两
位提出问题的学生）如果愿意就带一小组从挽联入手，兼考
察黄海的地理环境，了解邓世昌在黄海大战中所克服的困难，
理解邓世昌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时的爱国情操，并把你们的
收获给同学们汇报；第二小组从清王朝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
察黄海在我国海防中的地位从而理解邓世昌为什么坚持打击
日本帝国主义，与战舰共存亡以及此举的重要意义？第三小
组考察黄海及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看能否用你们的考证事
实来告诉同学日本侵略的史实：黄河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容你们践踏和侵略！朝鲜是清王朝的附属国，受清朝保护！
第四小组，考察邓世昌在黄海大战中的历史过程，要求把海
战中的路线、措施、经过、结果搞清楚，各小组形成书面材
料，老师作必要的补充或更正，并对学生的成果作恰如其分
的肯定，有些地方与学生再一起讨论。

就这样，本来用一节课教学绰绰有余，结果我却用了两节课
时间，但除完成了本课的教学任务外，学生获得了满足感和
作为学习主人自主获取知识的成就感。这样，我更深刻体会
了以学生为主体，注意课堂教学的生成尤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