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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8E_86_E5_c38_57919.htm 一、说教材 1、地位和

作用 本课内容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较大的比重。近几年高考

涉及的内容：2000年上海高考涉及王安石变法的内容；2001

年高考涉及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2001年全国文综卷

涉及王安石变法对官僚和大地主特权的限制；2004年春季高

考涉及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庆历新政是教材新增内容，亦应

引起重视。由此可以看出本节课内容在高考中常有涉及，故

在复习过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 2、本课具体内容及大纲要

求 本课内容在编排上明显的显现为前后衔接的两大块。第一

块是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列举了社会危机的表现，并分析

出现社会危机的原因。第二块是改革。一是庆历新政，二是

王安石变法。危机是改革的前提，是原因；改革是统治者为

解决社会危机而进行的生产关系调整，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

的封建统治。 大纲对本课的要求：一是通过概括归纳北宋社

会危机的表现，从中得出改革的原因，进而培养学生概括、

归纳和分析复杂历史问题的能力；二是通过比较庆历新政和

王安石变法的异同，培养学生比较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三

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归纳对中国古代改革的认识。 3、重点

和难点 本课重点：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

措施 本课难点：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由来及其解决途径；庆

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侧重点 4、教学目标：依据大纲的要

求，结合新课程标准的相关理念，在分析近几年高考相关题

目的基础上，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知识、情感、能力三



个层次： （1）知识目标：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原因和表现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王安石变法在理财、军事、教育三

方面的措施；王安石变法的成效、失败原因和历史地位。 

（2）情感目标：A、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改革，是北宋政

治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危机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统治危机，

引发了政治改革。 B、庆历新政是在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背

景下，对封建统治政策所做的一次局部调整，由于触犯了保

守派的利益而失败，但为王安石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 C

、北宋中期的两次改革，是地主阶级进行的改革运动，是对

封建统治政策所做的内部调整，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

。由于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失败，体

现了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D、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特

别是王安石变法，能够针对北宋统治的积弊进行大胆改革，

并取得一定成效，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具有历史进步意

义，他那种“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的改革精神值得肯定。王安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

革家。 （3）能力目标： A、讲述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时，通

过教师的引导，由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概括、归纳出社

会危机的由来和表现，并从中得出改革的原因。培养学生概

括、归纳知识和分析复杂历史问题的能力。 B、引导学生分

析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和根本目的，培养学生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C、通过比较庆历

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异同，培养学生比较分析历史问题的能

力。 D、通过对王安石变法历史地位的讲述，培养学生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分析、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二、说

教学方法和学法指导 选择任何教学方法的落脚点，都是为了



指导学生的学，即指导学生学会，指导学生会学，也就是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方法。 1、采用纲要信号法，以结

构式的板书，体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从整体上

把握所学的历史知识。 2、在具体教学内容的处理过程中，

指导学生运用阅读法，根据提纲学案研读教材，进行自学，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3、运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讲练结合”体现“四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采

用自主探究，小组合作等方式，初步学会运用学科思维完成

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整合能力，培养和方法训练，最大限度的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4、利用电教手段辅助教学。 三、教

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复习提问：北宋初年为加强中央集

权采取了哪些措施？有何影响？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北

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

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

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到北宋中期，

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巩固封建统治，统

治集团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二）思维引导 1、

分析标题，确定主题 从分析标题中，可得出本课的两个主题

：社会危机和改革。 2、总结线索，明确任务 （1）北宋中期

的社会危机：原因表现 （2）改革：庆历新政：内容结果影

响 王安石变法：内容成效失败原因历史地位 教师要求学生围

绕“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由来、表现及其解决途径和结果”

这一中心问题，认真落实教材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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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