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变法教学反思与总结(汇总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优秀的总结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王安石变法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康梁两个早年经历与他们的经历与他们的思想有一定关系。
有必要向学生介绍。课本中有一结论戊戌变法失败说明资产
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该是本书最荒谬的一个结论，
没有科学依据，不伦不类，违背归纳法推理原则。

教学需要拿来主义，下面三篇文章对我启发较大。

《戊戌变法》一节中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段：“人人
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
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鸣而起，日哺乃罢。
”这个材料是教材上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利用好，甚至
有人会用错。

拿到这个材料后，我们要加以辨析：梁启超是在什么情况下
写这本书的？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流亡海外。海内外舆论
相当大部分是指责康梁等人。在这种情况下，康梁等人要为
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想争取海内外舆论尤其是海外舆论
的支持，以解救光绪皇帝。所以，在戊戌政变结束后的`两三
个月内，梁启超就匆匆写成此书。

这样特定的背景和写作目的，决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梁启超
的这段话。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当时的形势是“举国鼓舞欢蹈，



争求上书”，是想证明变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是
正义的。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光绪皇帝“鸡鸣而起，日哺乃
罢”，是想树立光绪皇帝勤政、民主的开明形象。至于变法
是否真的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勤政和民
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仅凭这段材料我们还无法下结论。

那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份材料呢？

首先，我们能从材料中获取如下信息：梁启超认为当时变法
的形势一片大好，光绪皇帝勤政、开明。

其次，我们要分析梁启超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这是因为：他
想树立光绪皇帝的良好形象，他要证明变法的合理性。

再次，我们要分析梁启超的叙述是否是客观的，这就需要我
们将这段材料和其他材料作比较。相当多的史料揭示，戊戌
变法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教材也是持这种观点，而且还认
为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从逻辑角度来讲，正因为群众
基础薄弱，所以变法才会失败。所以，梁启超的叙述肯定有
夸大的地方。这种夸大，如果是无意的，这就表明康梁等人
十分幼稚，没有看到变法危机四伏的恶劣形势；如果是故意
的，是因为他要证明变法的合理性。实际上，梁启超后来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承认，当时为情势所逼，自己有夸大
地方，是故意的。

最后，我们能从这段材料中做出什么结论呢？从方法角度来
讲，不要轻信所谓的一手材料，一手材料的可信度同样受作
者的立场、期望、动机的影响；从知识角度来讲，这段材料
不能用来证明变法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

王安石变法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封建顽固势力为什么要反对变法，然后按
照书上的材料讲清政变的经过，指出戊戌政变标志着戊戌变



法的失败。书中戊戌六君子的事迹可以通过学生阅读教材并
播放教学课件中的视频资料，让学生认识到谭嗣同等爱国志
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种爱国主义
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最后，就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
败，教师可组织学生展开讨论，然后由教师加以归纳概括。

导入新课

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公车上书”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学
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指出：18冬，德国强占胶州湾，
帝国主义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
不久，光绪帝召见康有为，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
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难点：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失败原因

教学思想：

本课涉及的理论知识较多，特别是重点、难点部分，初中学
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教学中教师要把讲述、体温、讨论等方
法结合起来，精心设问，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尊重学生，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关心时政的.精
神。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公车上书”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学生回答：



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然后教师指出：公车上书后，
全国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进
一步刺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186月，光绪帝下诏变法，
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变法”。

二、保国会的成立：按书中材料讲清保国会成立的背景和目
的即可。

三、百日维新

屏幕显示“百日维新”的内容，教师设问，引导学生分析。

师：哪些内容会损害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

生：改革旧制部分（学生可能会回答具体内容）

师：对。这样变法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这也变法失败的
原因之一。

师：“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反映了哪些人的愿望？

生：人民、当官的。

师：这里的“民”具体指什么人？

学生可能不会立即答出，教师要分析“民”指的是新兴的资
产阶级，所以，政治方面的改革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
机会参与政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愿望。

师：经济方面的改革会起到什么作用？

生：（概括）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增强国家的经
济实力。

师：文化方面的改革呢？



生：（概括）有利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有利于西方
科技的传播。

师：军事方面会产生什么影响？

生：学习西方先进的训练方法，增强国防力量等

这时，教师引导学生回答书中的思考题。答案略。

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四、戊戌政变

以学生自学为主。（电脑屏幕显示有关资料，帮助学生了解
戊戌政变的经过）认识慈禧太后的专权凶残、袁世凯的阴险
狡诈、谭嗣同的英勇无畏。记住戊戌六君子的名字。教师最
后指出：戊戌政变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从光绪帝下诏变
法到变法最终失败，前后仅103天，因此，这场变法又称
为“百日维新”。

小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摆脱民族危机，走
向富强的机会。但是维新志士们满怀爱国热情，为变法就往
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他们的行动是符合维护民族独立和
发展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潮流的，是爱国的、进步的，显示了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激
励和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继续
奋斗。

板书设计

--



王安石变法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大家好！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
册第二单元的第二课《戊戌变法》。接下来，我将从这样五
个方面对本课的教学进行分析和讲解。首先，向大家讲解本
课的教学背景。

一、教学背景：

（一）教学资源

本课的教学资源除了学生手上的教材之外，我们教师手上还
有课程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教师还应阅读一些与戊戌变
法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并关注其最新的学术动态，以更
加真实和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二）教材分析

在新史观的引领之下，我们可以从近代化史观和文明史观两
个视角来认识戊戌变法：从近代化史观来看，戊戌变法上承
洋务运动，但又超越了其学习西方“器物”的层面，开启了
学习西方“制度”的时代，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为辛
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从文明史观来看，戊戌变
法推动了中国由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在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三）学情分析：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是八年级学生，他们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理解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但仍以感性认知为主。而且通
过课前调查发现，他们虽然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一些浅显的
认知，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常带有感情化和片面性的
色彩。



二、教学与学法：

因此，我决定采用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历史情境，打通时
空隧道，再现历史抉择，带领学生进行角色体验，回到历史
现场，参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对戊戌变法形成比较客观的认
识。

三、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依据课标，结合以上分析，我将三维目标制定如下：

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了解戊戌变法的基本史实，探究其失败
的原因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并从中感悟到近代先进知识分
子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社会责任感。

同时，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为：戊戌变法的主要经过及内容；

而本课的难点则是：如何让学生理解变法过程之艰辛和影响
之深远？四、教学过程：

【整体思路】那么如何实现以上目标呢？我在这里依据历史
学科时序性和线索性的特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以变法
作为本课的线索，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再现了这样4个历史抉择，
并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下面，我就以这4个历史抉择的解决
为重点，向大家讲解具体的教学过程。

（一）公车上书——签还是不签？

首先，我将历史情境设定在1895年的春天，让学生把自己想
象成一名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这时，《马关条约》
签订的消息传来，康有为和梁启超马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
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在这里，我设置了第一个历史抉择：
现在，这份请愿书就在你的面前，你是签还是不签呢？请说
明理由。在学生回答之后，我给出了历史的答案。



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却使康梁等人认识到了“群体”的力
量，接着，我继续向学生讲解康梁等人创办报刊和强学会的
过程及意义。

（二）御览上书——变还是不变？

（三）变法开始——是大刀阔斧还是循序渐进？

变法失败了，是不是说戊戌变法就失去了意义呢？我接着又
向学生出示了这样两则材料：第一则材料是《时务报》的畅
销情景、第二则材料是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部分文章的标题，
通过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戊戌变法在当时起到了思想解放的
重要作用。

（四）变法失败——中国又将何去何从？

【课堂总结】最后，我引导学生回顾本课所学，并认识到：
戊戌变法既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解放
运动。

的我们，能够从一百多年前那那场变法中感悟到些什么？我
们今天又该怎样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呢?在学生回答之后，我出
示了今年期间温总理的两句话。通过这两句话，不仅可以加
深学生对本课的认识，还能让学生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

五、课后反思

回顾本课的教学过程，我充分考虑到了初中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让学生在感知历史上那些重要的人和
事的基础之上，适当地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独立的判
断力，并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这三者也是衡量一个
人是否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的重要标准。培养合格的现代公
民是我们现代历史教育的重要责任。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应
该勇于担起这份责任，在以后的教学中奋力前行！



以上就是我今天说课的内容，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
指正，谢谢大家！

王安石变法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一、教学背景：

(一)教学资源

本课的教学资源除了学生手上的教材之外，我们教师手上还
有课程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教师还应阅读一些与戊戌变
法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并关注其最新的学术动态，以更
加真实和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二)教材分析

在新史观的引领之下，我们可以从近代化史观和文明史观两
个视角来认识戊戌变法：从近代化史观来看，戊戌变法上承
洋务运动，但又超越了其学习西方“器物”的层面，开启了
学习西方“制度”的时代，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为辛
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从文明史观来看，戊戌变
法推动了中国由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在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三)学情分析：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是八年级学生，他们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理解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但仍以感性认知为主。而且通
过课前调查发现，他们虽然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一些浅显的
认知，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常带有感情化和片面性的
色彩。

二、教学与学法：



因此，我决定采用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历史情境，打通时
空隧道，再现历史抉择，带领学生进行角色体验，回到历史
现场，参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对戊戌变法形成比较客观的认
识。

三、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依据课标，结合以上分析，我将三维目标制定如下：

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了解戊戌变法的基本史实，探究其失败
的原因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并从中感悟到近代先进知识分
子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社会责任感。

同时，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为：戊戌变法的主要经过及内容;

而本课的难点则是：如何让学生理解变法过程之艰辛和影响
之深远?

四、教学过程：

【整体思路】那么如何实现以上目标呢?我在这里依据历史学
科时序性和线索性的特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以变法作
为本课的线索，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再现了这样4个历史抉择，
并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下面，我就以这4个历史抉择的解决
为重点，向大家讲解具体的教学过程。

(一)公车上书——签还是不签?

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却使康梁等人认识到了“群体”的力
量，接着，我继续向学生讲解康梁等人创办报刊和强学会的
过程及意义。

(二)御览上书——变还是不变?

(三)变法开始——是大刀阔斧还是循序渐进?



变法失败了，是不是说戊戌变法就失去了意义呢?我接着又向
学生出示了这样两则材料：第一则材料是《时务报》的畅销
情景、第二则材料是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部分文章的标题，
通过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戊戌变法在当时起到了思想解放的
重要作用。

(四)变法失败——中国又将何去何从?

【课堂总结】最后，我引导学生回顾本课所学，并认识到：
戊戌变法既是一场爱国救亡的_运动，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现实连线】在课堂小结之后，我还设计了一个“课堂延
伸”。让学生思考：“身处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我们，能够从
一百多年前那那场变法中感悟到些什么?我们今天又该怎样继
续推进改革开放呢?在学生回答之后，我出示了今年两会期间
温家宝的两句话。通过这两句话，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本课
的认识，还能让学生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

五、课后反思

回顾本课的教学过程，我充分考虑到了初中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让学生在感知历史上那些重要的人和
事的基础之上，适当地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独立的判
断力，并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这三者也是衡量一个
人是否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的重要标准。培养合格的现代公
民是我们现代历史教育的重要责任。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应
该勇于担起这份责任，在以后的教学中奋力前行!

以上就是我今天说课的内容，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
指正，谢谢大家!

王安石变法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



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187
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
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
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
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
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
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
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
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
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
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
于19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
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
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
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
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
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
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
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
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
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
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
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
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
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
反。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



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
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
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