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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BF_91_E7_c38_170731.htm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

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或掌握“文化大革命”的

背景、导火线和全面发动；红卫兵运动；“全面夺权”；二

月抗争；刘少奇遭受迫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能力方面

(1)通过历史材料教学，培养学生概括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

特点、本质的能力。 (2)通过“文革”历史背景的教学，培养

学生分析根本原因和具体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能力

。 3.态度、价值观方面 通过“红卫兵运动”和“二月抗争”

的教学，培养学生正确评价自己，不盲目，独立思考，敢于

坚持真理的人生价值取向。 4.学法指导方面 (1)指导学生对材

料做分层次处理，分析逐层展开，从材料的对比中寻找历史

现象的特点，从材料的联系中发掘其共同本质。 (2)通过提供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材料，创设新情境，培养学生将

课外知识与课内知识联系起来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指导

学生搜集课外历史材料和做社会调查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

析 1.重点分析： (1)红卫兵运动是教学重点。它本身是一场青

年学生的“运动”，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学习这一内容，对

于学生吸取历史教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正确认识和履

行对党和国家所负有的历史责任，有重要影响。 (2)二月抗争

是教学的又一重点。它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奋起抗争，抗争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大革命

”是否要坚持党的领导。由于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一伙

，使这次党内健康力量纠正“文革”错误的宝贵努力没能成



功，教训深刻。 2.难点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的

分析是教学难点。“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发展到“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

原因。“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实质又是什么?不揭出上述错误的本质，就很难从根本

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此外，林彪、江青一伙怎样利用了

毛泽东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存在的思想理论误区，对“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历史地、恰如其分地

分析评价，是“文革”史教学的难点。 课堂教学设计 师：同

学们，我们来看一段教学录像(或照片、画片等)，它会把我

们带回到一个“史无前例”、动荡不安的年代。(播放“文化

大革命”中与“红卫兵”运动相关的内容，或出示相应相片

、画片)青年学生的激情、红卫兵运动的狂热，被野心家、阴

谋家所利用，由此开始了在后人看来似乎是啼笑皆非的一场

悲剧，蕴涵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民族的悲剧，有待我们去揭

示。(板书第七章第一节课题) 一、“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

开始 1.“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师：(请同学阅读本章“导

言”，找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

”的产生是“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

请大家回忆：哪一历史事件，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论断? 生：(思考并做回答) 师：“文化大革命”这样一

场带有全局性质的动乱，它的出现，既非偶然，又不是一朝

一夕错误的发展。它是1957年后，党和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

会主义过程中，“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恶性循环、不断

积累的直接后果。 请看两段材料，并思考： 1.毛泽东认为在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壁资本



主义，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要求全党对阶级斗

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 2.1964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进一步

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摘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思考：(1)两

段材料表达的共同正当趋向是什么?(“左”倾)(2)材料1对“

阶级斗争”问题的提法有什么不符合实际之处?(把一定时间

、一定范围内存原阶级斗争无限夸大，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理论)材料2比材料1又有什么发展?(进一步把阶级斗争

引入党内，并且引向党的高层领导。为“文化大革命”提供

了理论和政策依据)所以，“左”倾理论及其实践，成为“文

化大革命”发动的根本原因。 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第一自

然段内容，概括“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其他原因，即具体原

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但他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主观原因)，

因而被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利用，铸成“文化大革命”大

错。此外，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对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原因)。2.“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和全面发动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

找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吴晗于1960年写成的剧本，

同1961年才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

毛泽东关于“罢官”要害问题的谈话，更使批砷人有严重的

政治色彩。实际上，批判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一个人，一个剧

本，一个领域。“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堆谁也预料不到的

政治大风暴即将降临到中国大地上。 生：(阅读“五一六通知



”和“十六条”的内容。思考：为什么这两个文件成为“文

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师：这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左”的

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对党

内和国内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混淆了人民内部矛

盾和敌我矛盾，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毛泽

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把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提到全国人民面前。不过，人们最初还无法确切知道这个中

国的“赫鲁晓夫”到底指的是谁?此后，江青一伙控制的中央

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部。 3.红卫兵运动 

师：(指导学生观看教材“接受毛泽东等检阅的红卫兵和群众

队伍”照片，讲述这一内容应多一些感性的材料，以引起学

生的理性思考)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焰的一个重大措

施，就是支持青年学生，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革命

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早在6月初，北京一些中学就出

现了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写信，并

附他们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份“左

”而幼稚的大字报意外地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肯定青

年学生的“造反有理精神”。在个人崇拜狂热的年代，领袖

的支持就是行动的号令，红卫兵运动一下在神州大地上兴起

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11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

群众1100多万人。林彪一再做煽动性讲话。这样，红卫兵运

动也由最初的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旧习惯)杀向社会，开展对“阶级敌人的揪斗、批判、抄家，

把许多老字号店铺、街道名称改成“东风”、“反修”、“

卫红”等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称呼。真有“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的气概。红卫兵运动成为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师：(请同



学们结合课前向家长及周围人了解当年红卫兵运动的情况，

谈谈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生：(自由发言，观点不限) 师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绝大多数学生是出于

对毛泽东和党的信任，是怀着“誓死捍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的真诚信念投身这一运动的。但由于年轻、缺乏社会经验

和政治上幼稚，一经煽动，表现出狂热和盲动。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曲折人生，提高

了觉悟，从积极参加转而消极观望，一部分人进而抵制，因

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特殊

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给党、国家造成破坏，也给青年人本

身带来伤害。 二、“全面夺权”和二月抗争 1.“全面夺权” 

师：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

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各级领导权，即

所谓“一月革命”。毛泽东把这一事件称作是“从党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样的定性，是否符

合实际?夺权是革命之举，还是对历史的嘲弄?他们是在夺哪

个阶级的权?生：(思考、议论，不一定要求回答) 师：林彪、

江青利用毛泽东的权威，在全国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

夺权大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派系斗争此起彼伏，全国陷入空

前大混乱中。 2.二月抗争 师：全国性的动乱在迅速缦延。林

彪、江青一伙想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引入军队，贺

龙等功勋卓著的军队高级领导被揪斗、打倒，甚至被迫害致

锴，引起为新中国诞生出生入死奋战多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

忧虑和震怒。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和对林彪、江青一伙义愤之

情，终于导致1967年2月前后，他们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会议上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针

锋相对的斗争。因为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斗争影响更大，故

被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 生：(阅读教材二月抗争的

内容及所引资料，与老师共同总结二月抗争表现出来的三个

要害问题及其影响：①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坚持党的领

导；②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③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

这三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师：这

么多老同志，在党和军队高层会议上义正辞严，当面斥责“

文革小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仅有这一次。江青一

伙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法，使毛泽东偏听一面之词。他

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直接否定。老帅们受到无端压制

和批判。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

能。 生：(在教师指导下，对二月抗争的起因、性质、影响等

自由发表看法) 师：广大党员和人员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

有抵制和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由不理解而怀疑，由

不满而斗争，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是他们的代表和代言人。

但二月抗争又一次被压下去。如果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兴

起时，以彭真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曾试图扭转“大批判”

的错误方向，把批判限制在文化学术范围内，但没有成功，

反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情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党

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一再受挫，野心家、阴谋

家一再得逞，“天下大乱”看不到“天下大治”迹象⋯⋯这

究竟仅仅是个人专断的结果，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生

：(思考、相互交流看法) 3.刘少奇冤案 师：毛泽东在《我的

一张大字报》中，刘刘少奇归结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代表人物

，正符合林虎、江青打击迫害老干部主要目标彻底打倒共和



国主席刘少奇。他们一是四处搜集有关刘少奇的所谓“反革

命罪行”材料，二是公开发动批斗刘少奇的所谓“革命大批

判运动”，煽动数以万计的人们“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

，冲击国务院。从而造成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

成“叛徒、内奸、工贼”，被开除出党，1969年在河南开封

含冤去世。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 师：本子目内

容因课时限制，不宜展开讲解。这里提供著名作家冯牧对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段议论，或可对学生有启迪)“历史证明

，生活的进程是不会按照人们的主观臆想和如意算盘而发展

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为这场狂热的运动所付

出的代价，是过于沉重了。上千万的纯真无瑕的青少年，在

艰苦的劳动中和坎坷的遭际中，也许获得了某种有利于他们

思想和体力成熟和发展的收益；但是，一个无可回避和无可

补救问题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在他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

是富于才能和理想、甚至是在某方面才智过人的)，却因而丧

失了继续学习，继续获得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也就丧失了发

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潜力的机会。” 生：(课后向父母亲友了

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 师：(指导学生阅读、分析教材“

阅读与思考”练习的“五一六通知”内容)首先向学生说明这

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然后让学生结合思考

题分组讨论。讨论围绕“通知”“左”的倾向，举证表现，

分析特别和实质。具体思路是让学生从材料中自己发现问题

，自己解决问题。应鼓励学生跳出思考题局限，独立寻找思

考点。 下面列出一些思考点，教师可视学生讨论情况酌情选

用。没有涉及到的思考题留待课后学生继续研讨) (1)联系“

二月提纲”内容，可以看出“五一六通知”把学术问题统统



认定为创级斗争、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表现

。 (2)《通知》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文化学术领域，继而引

向政治领域和国家机关，甚至直指中央高层领导。 (3)《通知

》以“星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为例，警示党变修、

国变色的危险情况，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是极

度夸大敌情，严重脱离实际。 (4)《通知》想要通过以夺权为

特征的“文化大革命”来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

种极端错误的判断，必然造成自己打乱自己，混淆是非和敌

我的恶果，酿成全国大灾难 师：全国性的动乱已经形成，“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也到了关键性的十字路口：是可以摘取

“胜利”果实了呢?还是有更为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后头?对

此，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请同学们课后每人搜集1至2项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文字、图像、实物均可。要求

：与课内知识有联系，典型、能说明问题，有教育意义) 【简

评】人们普遍对“文革”记忆犹新，它是我党“左”的错误

发展极端化的结果。科学地认识这一历史是整个教材的难点

之一。执教人以下作法化解了教学的难度。 一、选用了关于

“文革”的照片、画片、录像等直观性材料，触目惊心的历

史情景利于学生从现象发现本质的东西 二、发动学生在课前

向家长及周围人了解“文革”的历史，师生共同创设了进行

深层次理性分析的新情境。 三、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文化大革命”简史》等著作中选摘了文字资料，引导

学生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归纳，认识文革的本质。上述作法

的意义不仅仅是本节课教学目标的实现，重要的是教会学生

逐步掌握了一些历史学习的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