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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8E_86_E5_c38_57864.htm 一、本课地位： 我说

课的内容是七年级上册的第15课《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课本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1、张骞通西域2、丝绸之路3、班

超经营西域（自学内容）。 汉朝对外交往充分体现了中西文

明的交流与渗透，而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文明向外传播的重

要通道，所以本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

新课改的理念和学习的需要，我对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和拓展

。以丝绸之路作为本节课的主线，增加了对丝绸之路变迁和

衰落的探讨，以史为鉴，谈对当今的启示。而这些也正是我

们历史教学的最终目标，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历史的

熏陶，为现实服务。二、学生情况分析： 在网络迅速发展的

今天，学生已经能够运用网络，而且他们对新事物也比较感

兴趣，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会给予一定的关注。但初一学

生知识的积累还较少，同时对历史地理的概念还比较模糊。 

三、本课目标： 根据以上情况和大纲的要求，对本课我确定

了如下目标 1、知识目标：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与结果，丝

绸之路的路线与意义及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与启示等。 2、

能力目标： （1）通过网络的自主学习使学生学会查找资料

，搜集信息的方法及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学习服务的技能。

通过探究式的合作学习，使学生学会交流，培养学生乐于同

他人合作的意识。 （2）通过绘制丝绸之路路线图培养学生

历史空间感及动手能力，和地理学科整合。 （3）通过对丝

绸之路衰落原因的探究和丝绸之路对今天的启示的交流，培



养学生探究能力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能力。 3、

情感目标： （1）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认识到少数民族和

边疆地区在祖国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从而认

识到开发边疆的重要意义。 （2）通过学习张骞等人为报效

祖国，不屈不挠敢于冒险和开拓的精神，强化学生的爱国意

识和开拓进取的意识。 （3）通过对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探

讨和今昔对比，汲取历史教训和营养，以史为鉴，强化环保

意识和对祖国一些方针政策的理解（如西部大开发，改革开

放等）。 四、本课重点： 本课的重点有两个：1、张骞通西

域。张骞出使西域是汉朝对外交往当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有着开先河之意。所以具有重要地位。 2、本课的第二个

重点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本课的主线，并在整个中国古

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丝绸之路也是本课的重点，在此

当中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意义及衰落又是重点的重点。 五、本

课难点： 由于初一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积累程度的限制，

对理性的知识较难领会，所以本课的难点是通过一系列的历

史事实如何让学生认识丝绸之路的意义和对当今的启示。 六

、教学方法设计：（展示课件首页） 根据要求和新课改的理

念，我把本节课设计成网络探究课的形式。用Webquest为载

体，这是目前采用较多的一种网络探究的形式。在网络逐渐

普及的时代，信息更为广泛，老师已经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传

授者，学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信息，如何让学生在自主

学习当中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学习，提高兴趣

应当是我们教学当中充分考虑的问题。本节课通过Webquest

平台，学生自学、搜集资料、讨论、动手等多种方式可以取

得较好效果。 在此当中我特意设计了这样两个环节：评价、



作品与交流。 如何有效的评价对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提高学习

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学生的自主评价，一方面

学生可以更为明确本节课要完成的任务，同时也更有利于对

学生的鼓励和对教学效果的检测。 作品与交流区可以是学生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重要天地，也是自我才能展示的舞台

。 七、教学目标的实现：（结合课件） 下面我就结合具体教

学过程设计说明一下是如何实现教学目标的。首先在任务中

安排的这四个任务就是针对教学目标和本课重难点设计的。

（展示课件任务） 1、张骞出使西域，此目内容比较简单，

学生课前的预习已基本可以解决。所以出使过程简化，重点

放在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结果，和他的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上。通过对第三个问题的讨论，使学生从张骞的身上受到思

想的启迪，强化爱国思想和开拓进取的思想。能自我教育：

成功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有胆、有识、有行、有恒。 2、

对于丝绸之路的处理，它既是重点，同时也是难点，所以应

当花较多时间来探讨。 这里主要从丝绸之路的由来、路线、

作用、衰落、启示五个方面层层深入进行。 丝绸之路的路线

，我不仅仅是通过老师或学生的演示，而是要求每一个同学

自己动手绘制，然后展示评比。可以弥补初一学生历史地理

概念模糊的不足，同时可以提高兴趣，增强动手能力。 丝绸

之路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安排学生分组讨论，为了

提高效率，对此我把学生分成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四个

组，这样一方面为学生指出了方向，另也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有利于在某一个方面能更深入。通过讨论，使学生明白中

原和边疆，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交流与渗透。 丝绸之路到5世

纪时逐渐衰落，你能寻找它衰落的原因吗？在学生讨论的基



础上，教师适时的进行引导。主要原因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

阻碍，中原王朝的盛衰，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影响，当时的

世界形势，土耳其帝国当时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环境的变迁

和地理因素等。主要材料如楼兰古国，罗布泊等历史遗迹。

通过此问题的扩展，更有利于理解丝绸之路对今天的启示意

义，如国力、内外形势、环境自然条件等。 思考探究：学习

本课，你有什么感想？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中央实施西

部大开发，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你有金点子可

提吗？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历史小论文，题目自拟，并交流

讨论。此是对本节课内容的升华，以史为鉴，把历史和现实

联系起来，对我国所实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

的战略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结合所学为祖国的建设出点

子，加强了对学生的爱国思想教育。 这一系列的安排层层推

进，分解进行，学生在自然当中就会作出一些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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