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实
用8篇)

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提前规划教学步骤，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三年级音乐教案范文：如何通过唱歌和节奏练习培养学生的
音乐感知和表达能力。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一

1.识记远古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汉族的前身和始祖

2.理解炎帝、黄帝与农业起源传说的实质

3.理解“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4.培养从传说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初步掌握用传说印证
史实的方法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热爱历史的情感

2.了解华夏族形成历史，培养崇敬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情感

1.农业起源的传说和华夏族的形成

2.禹治理水的方法及其可贵的品行

3.“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1.部落、部落联盟的构成和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与融合

2.“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了解、收集我国古代的传说



第一课时

一、设疑导入

1.同学们都应该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们知道我
国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吗?

二、炎黄的斗争与融合

1.谈话转承：刚才我们将到了汉族的由来，下面就让我们具
体去了解一下缘故时期的部落是这样一步一步融合成今天的
汉族的。大家都知道，在远古时代，人类是以部落为单位群
居的，而由于生存等方面的需要，部落与部落之间结成联盟，
联盟中会推举出一位德才兼备的人作领导。大约四千多年前，
我国黄河流域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部落首领，这就是炎帝和黄
帝。

(积极叫学生思考炎帝和黄帝就是古代的皇帝吗?)

2.答疑：炎帝和黄帝不是古代的皇帝，至于原因我们会在以
后的学习中慢慢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出示炎帝和黄帝的挂图，讲：这两位就是炎帝和黄帝，他
们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分别领导了
黄河流域的部落，由开始的斗争到后来的联合，再到后来的
不断融合。最终成为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古往今来很多
华夏儿女都以各种形式祭奠自己的祖先。

4.播放课件，讲述：这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修建的陵墓。炎
陵在湖南，黄陵在陕西。每年清明节或者是其她重大的节日，
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会回来祭奠我们的祖先。

5.播放陕西祭奠活动的记录片，向学生作介绍。



6.设疑：同学们看到的是今年在陕西举办的祭祀盛况，那么，
老师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民会如此虔诚地怀念远去
的炎帝和黄帝，他们究竟做了哪些贡献?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
文，看教材上是怎么介绍的。

7.鼓励学生汇报阅读收获，并适时补充引导，让学生认识炎
帝和黄帝在华夏子孙心中的崇高地位。

汇报阅读收获：

a.炎帝：改进农具、发明医药、是中华原始农业和医药的创
始人，号称神农氏;发明陶器，开辟集市。

c.他们都是杰出的部落首领，为人们所爱戴。

三、组织讨论

a.炎帝和黄帝的贡献、他们的精神、他们给后人留下的精神
财富及其在华夏儿女心中的地位，还应包括学习体会等。(教
师)

b.与同学充分讨论把今天学习的知识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有关
见闻结合起来，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体会，使自己在学习
知识、了解传说的过程中受到传统道德的熏陶和情感的教育。

第二课时

一、讲解传说引入新课

1.激发方式讲：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传说，引发学生的兴
趣，引出大禹治水的传说，告诉学生，早期的人类几乎住在
大江大河边，就为水患埋下了伏笔，也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提
供了依据。



2.设疑：为什么是大禹治水而不是其她人呢，大禹有什么特
别的能耐吗?(这都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二、大禹治水与“禅让制”

1.出示大禹的头像图片，讲解大禹治水的经过及其相关知识，
包括治水的方法、所用的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

2.设疑：同学们还不知道吧，大禹治水是舜给她的一个锻炼
的机会，锻炼什么呢?办事能力啊。在那个时候，部落首领都
是大家民主推选出来的，这种推选产生首领的方法，历史上
称为“禅让”。这个制度大概兴起于黄帝以后的很多年，首
先是尧担任首领，接着是舜，后来就是禹。

三、讨论小结

1.引导：传说毕竟是传说，因为它无从考证，它是人们在口
头流传的，但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思想认
识等情况，反映了当时人类的良好愿望，但由于认知水平有
限，世界上的传说大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也就是把人都神化
了。尽管如此，传说对于我们仍然有一些学习和了解的价值。
象大禹治理水的这个传说，他的智慧、毅力、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精神，无不是我们学习的好素材，所以，现在你们就了
解到的大禹的故事，大胆的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

(明白传说有利有弊，但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仍然很多，利用传
说也很重要)

2.巡查、倾听、融入学生的讨论活动

3.小结本课，布置作业。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二

知识与能力

1.识记远古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汉族的前身和始祖

2.理解炎帝、黄帝与农业起源传说的实质

3.理解“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4.培养从传说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初步掌握用传说印证
史实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热爱历史的情感

2.了解华夏族形成历史，培养崇敬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情感

教学重点

1.农业起源的传说和华夏族的形成

2.禹治理水的方法及其可贵的品行

3.“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教学难点

1.部落、部落联盟的构成和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与融合

2.“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教师准备



学生准备

了解、收集我国古代的传说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设疑导入

1.同学们都应该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们知道我
国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吗？

二、炎黄的斗争与融合

1.谈话转承：刚才我们将到了汉族的由来，下面就让我们具
体去了解一下缘故时期的部落是这样一步一步融合成今天的
汉族的。大家都知道，在远古时代，人类是以部落为单位群
居的，而由于生存等方面的需要，部落与部落之间结成联盟，
联盟中会推举出一位德才兼备的人作领导。大约四千多年前，
我国黄河流域出现了两位的部落首领，这就是炎帝和黄帝。

（积极叫学生思考炎帝和黄帝就是古代的皇帝吗？）

2.答疑：炎帝和黄帝不是古代的皇帝，至于原因我们会在以
后的学习中慢慢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出示炎帝和黄帝的挂图，讲：这两位就是炎帝和黄帝，他
们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分别领导
了黄河流域的部落，由开始的斗争到后来的联合，再到后来
的不断融合。最终成为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古往今来
很多华夏儿女都以各种形式祭奠自己的祖先。

4.播放课件，讲述：这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修建的陵墓。炎
陵在湖南，黄陵在陕西。每年清明节或者是其她重大的节日，



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会回来祭奠我们的祖先。

5.播放陕西祭奠活动的记录片，向学生作介绍。

6.设疑：同学们看到的是今年在陕西举办的祭祀盛况，那么，
老师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民会如此虔诚地怀念远去
的炎帝和黄帝，他们究竟做了哪些贡献？请同学们仔细阅读
课文，看教材上是怎么介绍的。

7.鼓励学生汇报阅读收获，并适时补充引导，让学生认识炎
帝和黄帝在华夏子孙心中的崇高地位。

汇报阅读收获：a.炎帝：改进农具、发明医药、是中华原始农
业和医药的创始人，号称神农氏；发明陶器，开辟集市。b.黄
帝：创制历法，指导人民生产；发明了加工谷物和蒸煮食物
的工具；还发明了车船、铜器等；c.他们都是杰出的部落首领，
为人们所爱戴。

三、组织讨论

a.炎帝和黄帝的贡献、他们的精神、他们给后人留下的精神
财富及其在华夏儿女心中的地位，还应包括学习体会等。
（教师）

b.与同学充分讨论把今天学习的知识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有关
见闻结合起来，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体会，使自己在学习
知识、了解传说的过程中受到传统道德的熏陶和情感的教育。

第二课时

一、讲解传说引入新课

1.激发方式讲：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传说，引发学生的兴
趣，引出大禹治水的传说，告诉学生，早期的人类几乎住在



大江大河边，就为水患埋下了伏笔，也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提
供了依据。

2.设疑：为什么是大禹治水而不是其她人呢，大禹有什么特
别的能耐吗？（这都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二、大禹治水与“禅让制”

1.出示大禹的头像图片，讲解大禹治水的经过及其相关知识，
包括治水的方法、所用的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

2.设疑：同学们还不知道吧，大禹治水是舜给她的一个锻炼
的机会，锻炼什么呢？办事能力啊。在那个时候，部落首领
都是大家民主推选出来的，这种推选产生首领的方法，历称为
“禅让”。这个制度大概兴起于黄帝以后的很多年，首先是
尧担任首领，接着是舜，后来就是禹。

三、讨论小结

1.引导：传说毕竟是传说，因为它无从考证，它是人们在口
头流传的，但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思想认
识等情况，反映了当时人类的良好愿望，但由于认知水平有
限，世界上的传说大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也就是把人都神化
了。尽管如此，传说对于我们仍然有一些学习和了解的价值。
象大禹治理水的这个传说，他的智慧、毅力、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精神，无不是我们学习的好素材，所以，现在你们就了
解到的大禹的故事，大胆的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

（明白传说有利有弊，但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仍然很多，利用
传说也很重要）

2.巡查、倾听、融入学生的讨论活动

3.小结本课，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三

要想精彩的上好历史课，与在课前做好历史教案是离不开的！
以下是专门为你收集整理的七年级上册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
供参考阅读！

1、识记远古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汉族的前身和始祖

2、理解炎帝、黄帝与农业起源传说的实质

3、理解“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4、培养从传说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初步掌握用传说印证
史实的方法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热爱历史的情感

2、了解华夏族形成历史，培养崇敬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情感

1、农业起源的传说和华夏族的形成

2、禹治理水的方法及其可贵的品行

3、“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1、部落、部落联盟的构成和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与融合

2、“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了解、收集我国古代的传说

一、设疑导入



1、同学们都应该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们知道我
国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吗？

二、炎黄的斗争与融合

1、谈话转承：刚才我们将到了汉族的由来，下面就让我们具
体去了解一下缘故时期的部落是这样一步一步融合成今天的
汉族的。大家都知道，在远古时代，人类是以部落为单位群
居的，而由于生存等方面的需要，部落与部落之间结成联盟，
联盟中会推举出一位德才兼备的人作领导。大约四千多年前，
我国黄河流域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部落首领，这就是炎帝和黄
帝。

（积极叫学生思考炎帝和黄帝就是古代的皇帝吗？）

2、答疑：炎帝和黄帝不是古代的皇帝，至于原因我们会在以
后的学习中慢慢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出示炎帝和黄帝的挂图，讲：这两位就是炎帝和黄帝，他
们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分别领导
了黄河流域的部落，由开始的斗争到后来的联合，再到后来
的不断融合。最终成为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古往今来
很多华夏儿女都以各种形式祭奠自己的祖先。

4、播放课件，讲述：这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修建的陵墓。炎
陵在湖南，黄陵在陕西。每年清明节或者是其她重大的节日，
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会回来祭奠我们的祖先。

5、播放陕西祭奠活动的记录片，向学生作介绍。

6、设疑：同学们看到的是今年在陕西举办的祭祀盛况，那么，
老师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民会如此虔诚地怀念远去
的炎帝和黄帝，他们究竟做了哪些贡献？请同学们仔细阅读
课文，看教材上是怎么介绍的。



7、鼓励学生汇报阅读收获，并适时补充引导，让学生认识炎
帝和黄帝在华夏子孙心中的崇高地位。

汇报阅读收获：a.炎帝：改进农具、发明医药、是中华原始农
业和医药的创始人，号称神农氏；发明陶器，开辟集市。b.黄
帝：创制历法，指导人民生产；发明了加工谷物和蒸煮食物
的工具；还发明了车船、铜器等；c.他们都是杰出的部落首领，
为人们所爱戴。

三、组织讨论

a.炎帝和黄帝的贡献、他们的精神、他们给后人留下的精神
财富及其在华夏儿女心中的地位，还应包括学习体会等。
（教师）

b.与同学充分讨论把今天学习的知识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有关
见闻结合起来，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体会，使自己在学习
知识、了解传说的过程中受到传统道德的熏陶和情感的教育。

一、讲解传说引入新课

1、激发方式讲：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传说，引发学生的兴
趣，引出大禹治水的传说，告诉学生，早期的人类几乎住在
大江大河边，就为水患埋下了伏笔，也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提
供了依据。

2、设疑：为什么是大禹治水而不是其她人呢，大禹有什么特
别的能耐吗？（这都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二、大禹治水与“禅让制”

1、出示大禹的头像图片，讲解大禹治水的经过及其相关知识，
包括治水的方法、所用的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



2、设疑：同学们还不知道吧，大禹治水是舜给她的一个锻炼
的机会，锻炼什么呢？办事能力啊。在那个时候，部落首领
都是大家民主推选出来的，这种推选产生首领的方法，历史
上称为“禅让”。这个制度大概兴起于黄帝以后的很多年，
首先是尧担任首领，接着是舜，后来就是禹。

三、讨论小结

1、引导：传说毕竟是传说，因为它无从考证，它是人们在口
头流传的，但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思想认
识等情况，反映了当时人类的良好愿望，但由于认知水平有
限，世界上的传说大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也就是把人都神化
了。尽管如此，传说对于我们仍然有一些学习和了解的价值。
象大禹治理水的这个传说，他的智慧、毅力、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精神，无不是我们学习的好素材，所以，现在你们就了
解到的大禹的故事，大胆的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

（明白传说有利有弊，但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仍然很多，利用
传说也很重要）

2、巡查、倾听、融入学生的讨论活动

3、小结本课，布置作业。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四

1、识记远古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汉族的前身和始祖。

2、理解炎帝、黄帝与农业起源传说的实质。

3、理解“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1、培养从传说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初步掌握用传说印证
史实的方法。



2、回忆已学知识并联系资料，理解传说与历史间的关系。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热爱历史的情感。

2、了解华夏族形成历史，培养崇敬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情感。

3、体会以禹为代表的远古居民的优秀品行，培养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确立科学的人生价值观。

1、农业起源的传说

（选定一位或两位同学上台讲述炎帝或黄帝的传说，以此调
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联系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开展讨论，根据课本介绍的有关炎
帝、黄帝的传说事迹，总结归纳炎帝黄帝对中华文明演进所
做的贡献。

师：通过同学们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炎帝还是
黄帝都对华夏族作出了巨大贡献。让我们一起走进传说中的
炎帝和黄帝。

（课件展示：中国古代地图、炎帝画像，《白虎通》记载的
传说：“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老师讲解：炎帝又号称神农氏。传说他姓姜，生下来是牛头
人身。他刚做首领的时候，人们主要靠采集、狩猎为生，经
常挨饿。想到人们今后的生活，炎帝愁得整日寝食难安。后
来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自然界的植物有一定的生长规律，
于是他想，如果能分辨出哪些果实能吃，那些果实不能吃，
将那些能吃的果实采集起来，春天把它们埋入地下，秋天就
会结出果实。这样一来，人类的生存问题不是解决了吗？于



是他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尝遍百草。据说，他在尝百草、
定五谷的过程中，有时一天就中毒达70多次，最后终于知道
了哪些东西可以吃。传说中炎帝首先教人选择土地的干湿、
肥瘠、高低，教人观察气候，选择五谷的类别，并制作劳动
工具。所以后世把炎帝称为中华原始农业的创始人。

2、华夏族的形成

师：随着炎帝、黄帝部落逐渐发展壮大，为争夺土地和财富，
双方产生尖锐矛盾，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各
个部落逐渐融合在一起，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

学生分组讨论，归纳华夏族的形成过程，并且思考回答：为
什么我们自称炎黄子孙？

这堂课我们一起了解了大量远古传说中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
传说。我想知道同

学们有怎样的感想，得到了哪些收获？

学生自主发言，畅谈本课学习的感悟和收获。

1、探讨传说与历史的区别和联系。

2、收集有关炎黄、尧舜禹的成语或典故

3、收集本课涉及的远古传说或其他远古传说。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五

教师准备：炎、黄帝的肖像挂图、对二人陵墓的简介课件、
祭奠活动的图片、禹治水的幻灯、布置学生收集我国历史上
的传说。



学生准备：了解、收集我国古代的传说。

【教学方法】 讲解法、讲述法、归纳法、图示法、比较法和
讨论法。

【教具媒体】 计算机与课件。

【教学过程】

(结合旧知识导入新课)

师：前两课我们学习了关于我国远古居民和原始农耕文化的
历史，我们主要是通过考古资料来了解这些历史的，在古代
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确切的记载。但是，从我国广为流
传的大量关于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中也能找到一些重要的信
息，和远古的农耕文化相印证。传说虽然难免夸张虚构，但
不少传说生动地反映了人类的历史，包含了极有价值的内容。

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哪些远古传说?

(出示课题)第3课 远古的传说

一、炎帝和黄帝的传说

1.农业起源的传说

(选定一位或两位同学上台讲述炎帝或黄帝的传说，以此调动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联系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开展讨论，根据课本介绍的有关炎
帝、黄帝的传说事迹，总结归纳炎帝黄帝对中华文明演进所
做的贡献。

师：通过同学们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炎帝还是
黄帝都对华夏族作出了巨大贡献。让我们一起走进传说中的



炎帝和黄帝。

(课件展示：中国古代地图、炎帝画像，《白虎通》记载的传
说：“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候的任何一件发明或改进，都是积无数人力，经历漫长岁月
摸索的结果，绝不是一个人短时的功劳。但是，后人在追述
历史时，总爱将一些发明创造集中附会在他们的杰出代表身
上。除炎帝外，黄帝也是这样，传说黄帝创制历法，指导人
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播种、收割。他还发明铜车、车船、加工
谷物和蒸煮食物的用具等。(课件展示：黄帝画像和传说中黄
帝的发明)

师：传说中黄帝、炎帝对原始农业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
巨大贡献。炎帝因此被尊奉为神农，黄帝更被尊奉为中华人
文始祖，他们另外一个巨大贡献是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

2.华夏族的形成

师：随着炎帝、黄帝部落逐渐发展壮大，为争夺土地和财富，
双方产生尖锐矛盾，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各
个部落逐渐融合在一起，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

学生分组讨论，归纳华夏族的形成过程，并且思考回答：为
什么我们自称炎黄子孙?

(课件展示：华夏族的形成过程示意图)

师：炎黄部落联盟不断融合其他民族，称为华夏族的主干。
华夏族即是汉族的前身，故我们自称“炎黄子孙”、“华夏
儿女”。炎帝、黄帝也因此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受到世
世代代华夏儿女的尊敬和纪念，在湖南的炎帝陵和陕西的黄
帝陵是华夏族的祖陵，是世界各地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圣地，
千百年来扫墓祭祖的人络绎不绝。



(多媒体播放《海内华夏子孙在陕西黄帝陵举行盛大祭祖活动》
或者指导学生看图)

(组织学生讨论)在黄帝陵举行祭祖活动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教师点拨：结合炎帝和黄帝的贡献、说明他们给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华夏儿女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我们应
学习体会使学生受到传统道德的熏陶和情感的教育。

师：在黄帝之后黄河流域又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部落联盟首
领。其中尧舜禹及其“禅让”的传说最为著名。

二、禅让的传说

(本目内容简略，学生理解禅让较难，为化难为易，宜用归纳
法由具体到抽象，最后给禅让下定义)

(展示传说中尧舜禹的画像)

老师先提出如下问题：

1.三位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顺序是怎样的?

2.舜和禹接替前任经过了哪几个步骤?他们为什么能够担任部
落联盟的首领?

3.在你看来什么是“禅让制”?“禅让制”最突出的特征(或
实质)是什么? 学生回答后，教师小结并过渡：禅让制其实就
是通过部落首领民主推荐贤能的、能为各部落接受的人担任
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舜以其高尚品质得到部落首领的信任
被举荐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则因为治水有功被推荐为部
落联盟首领，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大禹治水的传说。

三、治水的传说



(本目故事性强，文字也无障碍，可以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
适当点拨) (课件展示《大禹治水图》，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内
容)

1.禹和鲧治水的方法有什么不同?结果怎样?

师：疏导——成功：堵塞——失败

(展示《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禹治水的传说：“劳身焦思，
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

2.我们可以从大禹身上看出中华民族祖先有哪些优秀的品质?

师：传说大禹治水历时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历尽艰辛，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高尚
品格。

3.你认为禹治水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学生能答出1、2其中之一方面就应该肯定。

4.大禹治水的传说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哪些重要信息?

师引导：远古发生过大水;水灾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与洪
水进行艰苦的斗争;那时人们通过民主选举治水的人;通过多
次失败，人们总结出治水经验，用疏导的方法取得治水成功。

5.大禹治水成功对部落联盟发展和禹个人有什么重要意义?

师：大禹治水成功，保障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也使
他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为他担任部落联盟首领
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创
造了条件。

【课堂小结】



学生自主发言，畅谈本课学习的感悟和收获。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六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了解人类历史的起源；（2）掌握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
元谋猿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距今年代，
氏族生活的特点。（3）培养学生的读图和识图能力、比较分
析历史事物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总结出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的'代表，读懂
图表、文字材料并从中总结规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起源地之
一，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我国最早的人类、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活和生产状
况

难点：远古居民的生存方式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具]地图册、我国原始人类相关多媒体、考古新发现图

[授课过程]



教学内容

教法、学法

导入新课：

1、我国最早的人类

元谋人距今170万年中国最早的人类

多媒体展示女娲造人的民间故事,询问学生：谁能讲一讲民间
故事女娲造人的传说，以此导入。可问学生：西方人类起源
的传说。

鼓动学生争先回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集体回答还是单人
回答。

简单介绍考古的一些知识，如化石、定年方法等。

教学内容

教法、学法

2、北京人

发现时间：1929年

发现地点：北京西南周口店

生存年代：20—70万年

体貌特征：手脚分工明显、残留猿的某些特征

生活状况：群居生活



生产水平：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使用天然火

3、山顶洞人：

时间：1.8万年

生活方式：氏族生活、工具进步

发展水平：人工取火

小结：总结本节课学习的三个远古居民的代表。

多媒体展示北京人头部复原图和思考题：读课文找一找北京
人发现的时间、地点、生存年代、体貌特征。

学生共同回答时间、地点、年代，分组讨论根据头部复原图
得出的体貌特征。

多媒体展示北京人生活想象图和阅读要求：北京人过怎样的
生活？为什么？要求学生分组讨论。

多媒体展示问题：想象一下，北京人的一天是怎样生活的？
提示可以按时间顺序，也可以按衣、食、住、行的顺序。

多媒体展示问题：想一想，北京人是怎样得到火的？

问：读第5页小字，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多媒体展示：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的分布图。说明了什么
问题？学生回答。

读第5页最后一段，找出山顶洞人的生存年代和体貌特征。学
生回答。

多媒体展示：山顶洞人的头部复原图和北京人的头部复原图，



比较两种居民的差别。

读第6页第一、二段，多媒体展示：山顶洞人的生活复原图及
其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分析山顶洞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学生回答。

多媒体展示问题：动脑筋，海蚶是生活在海里的。在山顶洞
人人的洞穴中发现海蚶壳说明了什么问题？你是怎样看的？
学生分组讨论后回答。

多媒体展示：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点。以此为本节课的板书设
计。在展示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共同回答。

多媒体展示：设计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分组抢答的形式。

板书设计：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七

一、识记与理解

1、识记远古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汉族的前身和始祖。

2、理解炎帝、黄帝与农业起源传说的实质。

3、理解“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二、能力与方法

1、培养从传说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初步掌握用传说印证
史实的方法。

2、回忆已学知识并联系资料，理解传说与历史间的关系。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热爱历史的情感。

2、了解华夏族形成历史，培养崇敬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情感。

3、体会以禹为代表的远古居民的优秀品行，培养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确立科学的人生价
值观。

【重点难点】

一、重点:

1、农业起源的传说和华夏族的形成

2、禹治理水的方法及其可贵的品行

二、难点:

1、部落、部落联盟的构成和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与融合

2、“禅让”的含义和实质

七年级历史远古的传说教案及反思篇八

学习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造纸术的发明、张仲景和华佗对中医学的贡献、《史
记》、道教和佛教等基本史实，思考这些历史现象反映的时
代特征，以及对当时和当代社会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识读《居延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造纸工艺流程图》，



讲解这些图片反映的历史现象，提高解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以及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张仲景、司马迁等人为了理想，面对挫折坚忍不拔、努
力拼搏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造纸术的发明、张仲景和华佗、历史巨著《史记》。

难点：道教和佛教。

教学方法

情景导入法、讲授法

学生学法

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讨论法

二

导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生成问题

(二)自我研学生成新知

一、造纸术的发明

1、造纸术的发明：西汉时期

2、东汉时候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



发明之一，它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

二、医学：张仲景和华佗(都是东汉末年)

1、张仲景(医圣)：写有《伤寒杂病论》，发展了中医学的理
论和治疗方法。

2、华佗(神医)：擅长针灸、汤药、外科手术;发明麻沸散、
创造五禽戏。

三、史学：历史巨著《史记》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
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

四、宗教：道教和佛教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期我国本土的宗教。主要教派有张角创
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化注
入新的因素。

(三)合作探究生成能力

探究一：造纸术的发明

1.材料展示：

材料：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
重，并不便于人。

——范晔《后汉书》

2.教师提问：阅读教材并结合材料说说纸发明以前的书写材



料有什么特点。

提示：竹木简太笨重，携带不方便;帛的价格昂贵，不能大量
使用。

3.教师过渡：西汉时期我国已经懂得了造纸的基本方法。东
汉时期，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4.材料展示：“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伦乃造意，用
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范晔《后汉书》

5.问题思考：

(1)从记载中，蔡伦用什么原料造纸?

提示：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

(2)蔡伦制造的纸被称为什么?

提示：蔡侯纸。

(3)这种纸有什么优点?

提示：原料易找，价格便宜，易于推广。

6.图片展示：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

7.教师讲述：《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形象地再现了两汉时
期的造纸术，将麻头、破布等原材料经水浸、切碎、洗涤、
蒸煮、漂洗、舂捣、加水配成悬浮的浆液，捞取纸浆，干燥
后即成为纸张。



8.图片展示：蔡伦

9.教师补充：蔡伦，东汉和帝时任掌管制造宫廷使用器物的
尚方令，负责建造宝剑和其他器械。他于105年采用新技术制
造出了质地细软、价格低廉耐用的纸。汉和帝封他为“龙亭
侯”，人们称他造的纸为“蔡侯纸”。

10.造纸术的传播：造纸术由我国传遍世界，有利于人类文化
的传播，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探究二：张仲景和华佗

1.图片展示：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

2.教师讲述：张仲景是东汉末年我国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
他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
中医临床理论体系的开创者，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

3.图片展示：华佗

4.教师强调：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创造出“五禽戏”。

探究三：历史巨著《史记》

1.图片展示：司马迁

提示：《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述了从传
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约3000年的史事;《史记》文笔优美，
所记人物形象生动，在文学史上也有崇高的地位。

3.教师提问：从司马迁的著书过程可以看出他有哪些优秀的
品质?

提示：勤奋好学、爱憎分明、秉笔直书、意志坚强。



探究四：道教和佛教

1.图片展示：《青城山》

2.学生自主学习：

提示：道教起源于我国。时间是东汉末年。创始人是张角、
张陵。

道教的兴起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末年，国家分裂，
政局动荡，人民苦难，渴望解脱，张角、张陵分别创立了太
平道和五斗米道，尊奉黄帝和老子，吸收神仙方术，宣传平
均思想，对贫苦民众有很大吸引力，受到民众的信奉。青城
山是中国道教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提示：古印度。西汉末年。佛教的主张具有麻痹人民反抗意
志的作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所以，得到统治者
的扶植和支持，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3)佛教的传播有什么影响呢?

提示：张骞通西域以后，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汉
明帝派人求佛法，并建立白马寺。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
文化，在社会、思想、文学以及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产
生了深远影响。

(四)归纳总结整体感知

(五)课堂检测巩固新知

1.下列科技成就，对人类文明传播影响最深远的是()

a.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b.司马迁编写《史记》

c.华佗发明了“五禽戏”

d.张陵创立五斗米道

2.我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既在发明过程
中体现“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又对文化的交流和保存提
供了重要条件的科技成就是()

a.造纸术

b.印刷术

c.指南针

d.火药

3.东汉时期，我国涌现出众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创造了灿
烂辉煌的科学成就，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关联
错误的一项是()

a.蔡伦——改进造纸术

b.张衡——创造“五禽戏”

c.华佗——制成“麻沸散”

d.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

4.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创作的
史书被认为是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典范。这里的“他”是()

a.董仲舒



b.司马迁

c.曹雪芹

d.司马光

5.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始于
()

a.秦朝

b.西汉

c.东汉

d.西晋

参考答案：1.a2.a3.b4.b5.b

三

教学反思

在本课教学中，造纸术的改进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教学的重
点，通过阅读教材、观察图片、讨论探究、教师讲述等形式，
突破了本课重点。为了突破难点，通过自主学习的方法，分
析两汉时期科技与文化领域取得新成就的原因，认识两汉四
百年的政治统一、文化积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整
节课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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