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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9_AB_98_E

4_B8_AD_E4_BA_8C_E5_c38_61273.htm 教学目标 1.学生应掌

握：俄国1861年改革及评价；美国领土扩张；林肯；《宅地

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美国内战的原因、经过及意

义；德意志的统一；俾斯麦和“铁血政策”；意大利的统一

；加富尔；加里波第；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统治危机；倒幕

运动；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及意义；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2.通过学习俄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

一、日本明治维新，使学生认识到：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加强，资本主义和前资

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着迅速改变，英、美、法资本主义制

度得到巩固，俄、德、意、日等国通过不同方式，迅速走上

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资本主义形式世界规模，到六

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确立了。 3.通过学习俄

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日本明

治维新，使学生认识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已成

为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培养学生进步的历史观和

全球史观；通过学习日本由“锁国”到被迫“开国”，再到

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对外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培养学生要有放

眼世界的眼光和胸怀；通过对林肯、加里波第的教学，使学

生感受到伟大人物的人格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

学建议 教材地位分析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

展，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俄国

、美国、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等国家通过不同方式，走上



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一节是本章的

重点，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重点分析 美国内战，德意志

统一，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和意义是本课重点。 美国内战，

德意志统一，明治维新这三件事尽管有其个性，但无一例外

是受到本国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结果，充分显

示了该时代的特征，而且，都对本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

作用，同时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学习这一内容

，有利于学生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基础和上层建筑

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进步观念和全球史观。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消灭了奴隶

制，使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广泛而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德

意志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也为德国

向外扩张铺平了道路，使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改变了欧

洲的政治格局；明治维新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

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扭转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在

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点分析 美国内战前两种经济

制度的矛盾和明治维新的社会背景和成功的原因是本课难点

。 美国内战前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是美国内战发生的根本原

因，学生在学习这一问题时会有两个疑问：一是在南方种植

园奴隶制经济性质的认识上往往产生疑问，容易将其同一般

的奴隶制经济混淆。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通过对该经济制度

的生产目的及服务对象等内容的分析得出该制度属于资本主

义性质的结论。二是两种经济制度虽同属于资本主义经济，

但却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关税、原料、劳动力等方面存在

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课本中列举了明治维新的社会背景



和成功原因，但是，学生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教学中必须

引导学生结合历史背景、领导力量、具体措施和国际环境相

互讨论，共同分析，让学生真正从内因和外因深入分析，找

出主要原因。 关于“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的教学建议 1

．课前发放预习提纲，由学生填写相关内容。包括：德意志

和意大利统一的历史条件、过程、特点和历史意义。 2．结

合地图讲解统一前两国的社会状况，引导学生比较两国统一

的异同点。 3．注意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客观评

价俾斯麦、加富尔、加利波第等人。 关于“美国内战”的教

学建议 1.可结合“美国的领土扩张”地图讲清19世纪上半期

美国的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并客观地评价其历史作用。 2.

重点分析两种经济形式的性质、矛盾产生的背景及对美国社

会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内战发生的不可避免性。结合时代背

景，分析林肯上台与内战爆发的关系。 3.利用地图简介内战

的过程，引导学生分析两个法令在战争中的作用。 4.从性质

、作用和局限性等方面总结内战的历史意义，客观评价林肯

其人。 关于“明治维新”的教学建议 1.讲述明治维新的社会

背景时，建议教师：先结合教材地图《19世纪中期的日本》

，讲述日本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发生的变化；讲述人民的反抗

斗争时，让学生分析本节教参“资料与注释”中的18世纪初

至明治维新前农民暴动的次数表，并提出“农民起义这种愈

演愈烈的趋势说明了什么”的问题；讲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形成发展时，依照教材上“封建经济的瓦解、手工工场的

出现新兴地主的出现”的线索讲清楚；讲述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时，说明新地主和高利贷商人要求摆

脱封建束缚的政治态度外，要强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讲



述西方列强的侵人时，指出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是明治维

新的外部条件。通过以上的分析，指出幕府已陷入内外交困

的境地，已成为众矢之的。 2．讲明治维新及其意义时，建

议教师先讲清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目的，然后让学生阅读教

材，了解改革内容。结合本目的几段资料和插图，引导学生

重点分析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分析其成功的原因。最后，

分析明治维新的意义时，要结合改革的措施，充分肯定它的

积极成果，适当讲述消极影响；。 课内探究活动 1．全班同

学分成若干组，根据本课内容每组自选一个课题。 2．学生

查阅资料，准备道具。 3．学生出示自主学习提纲，教师辅

导质疑。 4．学生课堂展示成果，教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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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