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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动”是人教版初中历史第三册第24课内容。现就这一课

说说我的教学设计方案。一、 说教材分析1、本框在教材中

的地位本课的两部分内容都突出了一个“新”。新文化运动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因此本课是中国近代史的重点课之一。

２、素质教育目标知识教学点：（１）新文化运动：历史背

景、兴起标志、代表人物、基本内容及意义（２）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无理决定、运动的爆发、无产阶级

登上政治舞台、性质及历史意义能力训练点：（１）通过对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意义的分析，培养学生从历史背景出

发，联系具体内容，分析其作用与影响，从而提高分析问题

的能力（２）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系的分析，提

高学生对历史事件之间互相影响的辨证关系的认识能力德育

渗透点：（１）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大

解放运动，它促使人们追求民主与科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２）五四爱国运动是

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表

现了伟大力量，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３）通

过亲自整理资料，亲身感受历史，培养学生独立的道德人格

和正确的人生之信念美育渗透点：（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爱国运动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同时也说明了民主和科



学才是最美（２）感受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美，感

受五四青年坚强不屈的意志美。3、教学重、难点的确定及处

理由于学生能力及思想素质的提高都有赖于对两次运动历史

意义的认识，因此本课重点应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的意义。这两处的处理我是通过互动讨论法，在学生自学并

展示自学成果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质疑，然后再指导其

深入讨论、释疑而解决的。本课的难点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该问题涉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

而教材中又未明确说明，以初二学生目前的知识层次理解起

来比较困难。我采用了对比法，结合五四运动意义的讲解，

让学生讨论对比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已熟知事物的异

同，然后再上升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并使用图表

直观的展示出来。这样便顺利的得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

四运动开始的。二、 说教法在说教法之前，我想先得分析一

下学情 ：１、初二学生在学习了初一历史，领略了独领风骚

的古代中国后，便进入了屈辱的、悲壮的中国近代史。这必

然会使他们的情绪发生反差较大的波动。而此时的青少年学

生恰恰最容易接受情感性的东西。２、此时期学生的另一特

点是：对知识、对社会充满好奇与渴望，而又不愿被动接受

，与此同时，网络世界为他们提供了广阔天地，但又缺乏必

要的指导。有鉴于此，为了满足个个像小羊一样的学生，随

心所欲地吃草，吃更多的草，我采用了“自学指导”的互动

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为了“激其情，发其智”又使用了

情景教学法、活动教学法、网络教学法等。“自学指导”模

式由“自学－质疑－指导－训练”四个环节构成，在这个流

程中，“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贯穿始终。具体到本课



“自学－指导”教学模式与研究性学习法珠联璧合，把整课

分成课前导学、展示成果、质疑讨论、小结巩固四环节。由

学生自行结组、自行选题，充分利用我校的网络资源结合信

息技术课上的浏览网页训练，网上自学，课上展示，质疑讨

论，最后小结巩固，轻松的实现了自主学习、自主发展。三

、 说学法有时我们会经常认为现在的学生缺乏学习热情、贪

玩、懒惰，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经历历史、经历

生活。如果我们放下对分数的追求来研究学生，便会发现他

们真正内在的学习需要正是对未来世界探求的渴望，是对国

家和民族命运以及他们对自身前途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的

一种关注。这是由青少年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决定的。正

因为如此，他们对学习历史的潜在热情是非常高的。也就是

说，“学生不是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正待点燃的火把。”

而本课又正是宣传革命思想，弘扬民族精神、撒播火种的一

课。所以，本着促进学生自主性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目标，我

采用了自主性学习法。具体方法有研究性学习法、体验性学

习法、反思性学习法等。其中体验性学习法是本课的一种重

要学习法。尤其是在学习五四运动时，通过创设“再现历史

”这一活动，使每一个学生也包括我在内都以一种“经历历

史”的形态，而且是以历史主人翁的角色进入到了那场波澜

壮阔的伟大运动中去。使学生获得极为丰富的情感和精神的

历程。其中“巴黎和会”那一幕更能让学生去感受和体验那

场中华民族的悲剧，从而锻造其作为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和勇

气，去寻求作为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这样也就达到了我们

历史课的教育目的。总之，本课的教学方法是以史实为基础

；以问题为载体；以情境为主线；以多媒体为辅助手段；以



活动为实现方式，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经过全体课堂参与

者的阅读、思考、讨论、研究分析、对比，甚至冲突、争论

，使每一个学习者都经历了一个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

、解决问题、完善情感、升华人格的自主学习过程。四、说

教学过程遵循人类认识过程的普遍规律和学生认识活动的主

要特点，按照“自学指导”的互动教学模式，我把教学过程

分为课前：指导预习；课上：导入新课、明确目标、展示成

果、质疑讨论、小结巩固；课下：课后沉思共三部分七个环

节。（一）课前导学本课采用了“自学指导”教学模式并尝

试了研究性学习。所以，我在课前根据教材内容设计了导学

提纲，学生在充分预习新课的基础上，自由结成学习小组并

从以下问题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问题作为本小组的研究课题，

进行研究。（二）课堂教学１、导入新课：先由五四青年节

的起源谈起，跟学生一起回到那个民族命运风雨飘摇的岁月

，那个令无数青年热血沸腾的时代。引出课题。再复习提问

：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成果，

同北洋军阀进行了哪些斗争？学生回答后，指出这些政治领

域里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在思想领域里。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

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思想领域里同封建势力的斗争。板

书“新文化运动”２、明确目标：学生一起指出学习新文化

运动需要弄清的知识点。板书知识点。３、展示成果：关于

新文化运动，课前导学设计了五个问题。依次由五个小组展

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不清楚的地方其他同学可以补充。这

样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及标志、基本内容、代表人物及主

要著作、十月革命后运动的变化及历史意义等基础知识就基

本解决了。同学们有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台上提问，或故



意发难，而台上或自答或请同学、老师代答，从而实现了面

向全体学生，学会学透。４、质疑讨论：估计到学生对新文

化运动的意义可能分析不够透彻，这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反馈

系统。根据课堂情况展开全班大讨论使学生深刻理解新文化

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当然，其他问题也可以

视情况加入讨论。５、小结巩固：最后多媒体板书知识框架

，一起填空重要知识点，当堂巩固。对五四运动同样是按照

明确目标、展示成果、质疑讨论、小结巩固四环节进行学习

。其中五四运动的爆发过程是由我和该课题小组的同学一起

通过历史剧再现巴黎和会及五四前夜等一幕幕真实、悲壮、

激动的场景。把课堂变成北大法科礼堂，使学生情不自禁地

融入历史、感受历史。在各小组展示成果之间，我会适时插

入一些视频资料给学生以直观展示，渲染气氛。在质疑讨论

环节，结合五四运动意义讨论、对比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的

异同，然后再上升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并使用图

表直观的展示出来。最后，多媒体板书知识框架，一起填空

重要知识点，当堂巩固。（三）课后沉思大屏幕显示：课后

沉思：1919年5月4日，中国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群

情汹涌，高喊“科学”、“民主”。2003年5月4日，中国的

大学生在干什么呢？5月1日开始放大假，大学生们理所当然

的选择：旅行、休息、学习、走访亲友⋯⋯，时代在变，人

在变？你思考到什么？请就此展开讨论：新时期的“五四精

神”这是我设计的一个课外研究性活动，这样就使五四运动

的历史意义升华为现实意义，对学生的现实生活给以震撼和

指导，从而最终达到历史课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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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