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历史第七课教案 七年级历史教案设计
(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初一历史第七课教案篇一

一、识记与理解：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先秦
至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成就：战国编钟，秦始皇陵兵马俑，王
羲之与《兰亭序》，顾恺之与《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二、能力和方法：通过指导学生鉴赏战国编钟、秦始皇陵兵
马俑、《兰亭序》、《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艺术作
品，培养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通过对历史文物价值的讨论，
培养学生历史分析、评价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杰出的艺术成就，激发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对艺术作品
的欣赏，陶冶情趣，养成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追求美、创
造美的意识；通过对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分析，使生认识到
人民的创造性是历史文明和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

【教学重、难点】

重点：战国编钟、秦始皇陵兵马俑。

难点：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成就和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
价值。

【课前准备】



课前收集有关秦始皇陵兵马俑和王羲之的故事。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一、导入新课

问学生，有哪些同学学过美术、音乐、书法？你们知道中国
有哪些重要的美术作品、乐器、书法作品？而引入本课。

二、战国编钟

指导学生阅读、观察编钟图，谈谈发现。

抽学生讲知音的故事。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成就。

三、秦始皇陵兵马俑

先阅读教材、观察书上的图，谈谈有什么感想。

教师将知识要点落实在教材上。突出其在雕塑的崇高地位。

四、王羲之的书法

阅读教材，落实知识点。

仔细观察书上的字帖，让学生畅所欲言。

抽两个学生来讲王羲之的故事。

谈王羲之的品格。

五、顾恺之的绘画



阅读教材，找出要点。

教师讲解，指导学生观察两幅名画，体会之。

补充讲“三绝”。

初一历史第七课教案篇二

1、知识与技能：

通过学生了解远古传说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概况，培养
学生搜集信息的能力、快速阅读历史知识的能力及归纳概括
的能力等。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认识到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黄帝是华夏族的人文初祖，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增强民族意识。

方法：采用讲述、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方法

重点：黄帝对人类的贡献;夏朝的建立

难点：为什么说黄帝是“人文初祖”?“禅让制”的含义

突破重点、难点的方法：

让学生列举大量的远古传说，展现黄帝对对中华文明的杰出
贡献，揭示“黄帝是人文初祖”。

结合本课主题自制幻灯片若干张教学挂图等。

1课时



新授课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同学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向来有炎黄
子孙的称谓，那么你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哪些人吗?我们为什
么称他为“人文之祖”?让学生在回顾上节课内容的基础上进
行思考教师导入时提出的问题。

出示问题：

1、“涿鹿之战”是怎么回事?

2、华夏祖是怎样形成的?

认识“黄帝像”，对“黄帝”有个初步的感性认识

阅读教材中的小字内容小组

讨论“涿鹿之战”的双方、过程及其结果;在此基础上思考华
夏祖的形成。

教师引导学生相互交谈，要求各组推选代表回答。

各个小组根据《传说中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及其课本中
的文字内容，小组相互合作

出示问题：你能说说尧、舜、禹的故事吗?除了课本上的外你
还知道哪些?

你能根据课本内容说说“禅让”的含义吗?

教师设问：“谈一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选为部落联盟首领?”
教师简要总结说明



各个小组推选代表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或文学作品中搜集到
的材料相互交流，相互讲述，增强历史课堂的趣味性。

举出实例说明(德才兼备，以身作则，没有特权，是社会的公
仆。大禹治水的故事)。

课堂小结：在学生总结的基础上教师点出只因为炎黄对中华
文明的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我们称他为“人文之祖。

课堂检测：课外延伸：远古传说和历史事实有什么联系和区
别?课外作业：从你得到的寻找历史的途径中选择一个最有趣
的事例，讲给同学听。

让学生自我总结本节课的收获及其所得看书整理笔记。

1、p16页的练一练

2、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时间()名称()思考回答

记录在预习本上要求：课后通过查找有关的资料，精心筛选、
整理，记忆，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

尧舜禹

炎黄战蚩尤华夏族形成

禅让制

黄帝的贡献人文初祖

奴隶社会

夏朝

原始社会终结



禹时

初一历史第七课教案篇三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人类历史的起源。

(2)掌握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元谋猿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
生产、生活情况、距今年代，氏族生活的特点。

(3)了解一些简单的考古知识。

(4)培养学生的读图和识图能力、比较分析历史事物的能力。

(5)引导学生分析现实生活与原始居民的巨大反差，了解人类
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

2、过程与方法：

总结出我国主要的远古居民的代表，读懂图表、文字材料并
从中总结规律，分组讨论山顶洞人和北京人的差别，针对教
材提供的图表自主提出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起源地之一，增强民族自豪感。

(2)正确认识人类历史的起源。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我国最早的人类、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活和生产状



况

难点：远古居民的生存方式

三、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
教学法。

四、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五、板书设计：

第1课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1、元谋猿人：最早、170万年

2、北京人：时间：70---20万年生活方式：群居生活发展水
平：用天然火

3、山顶洞人：时间：1.8万年生活方式：氏族生活、工具进
步发展水平：人工取火

六、教学过程

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我国原始农耕
经济的主要情况，包括河姆渡原始居民、半坡原始居民以及
大汶口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使学生了解中华文明处于起源
阶段时原始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而认识其发展对中国远
古时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通过本课学习，初步培养学生
观察历史文物图，寻找图中较为明显的、主要的历史信息，



结合已有知识，初步分析、解释图中历史信息，做出简单的
或主要的历史结论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通过课堂讨论、交流、表演和课后动手制作、实践活动，感
知远古人类在文明演进中的艰辛历程，逐步积累客观真实的
农耕知识，加深对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状况的理解，体验劳
动人民勇于创造的精神。

本课教学用具是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谈话
法，设计探究问题与学生质疑相结合。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同创造出我国原始农耕文化的先民
们在自己劳动成果中体现出的智慧与淳朴的情感，以及他们
对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进步做出的特有贡献；进而促发或增
强学生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之心，对中华民族祖先的尊
敬之情。

(二)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难点是大汶
口文化时期出现的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这些概念和结论。

(三)教学设计

1．导入新课

播放轻音乐，放松身心。用学生最熟悉的诗歌《悯农》引出
课本“引言”中伏羲氏教民熟食、结网捕鱼和神农氏教民播
种五谷的.故事，带出从考古发现了解我们的先人如何从食物的
“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的话题。然后学生带着问



题预习课文，进入学习状态。

2．探究过程

生的植物可以人工种植，引导学生联系“引言”中神农氏拣
坠落地上的谷粒，种在田里的神话传说，进行合理的分析推
测：多年从事采集的原始人类，注意到可食的植物种子落地、
发芽、生长、成熟，从而开始进行人工种植的尝试，原始农
业于是便开始出现了。

(3)展示历史图片：观察在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成就
中，有哪些农耕经济现象？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如何：原始
农业中的生产工具与产量的关系，原始农业与渔猎的关系，
原始农业与饲养业、手工制陶和纺织的关系，生产、生活与
原始艺术和早期文字的关系，原始陶器和纺织与定居生活的
关系等。

(4)利用《我国原始农耕时代主要遗址图》，学生指出河姆渡、
半坡、大汶口的具体地点后，启发学生观察、分析该时代文
化遗址分布的情况，寻找分布特点。

(四)巩固小结

1．出示话题：我国的原始居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愿意生
活在那个时代吗？为什么？(根据老师展示的历史实物图片，
学生发挥想象力，任意选择一种居民设计、表演他们一天的
生活)

2、小制作：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出一个经济实用的
表格，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类，明确农耕经济中的劳动分工。

3、参考表格

(五)问题探究



1．河姆渡原始居民比北京人、山顶洞人在生产生活上有了哪
些进步？

初一历史第七课教案篇四

(第2课原始农耕文化的遗存)

(课程标准)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的特
征。

(教学目标)

识记与理解：记住他们生活的时代、地域和种植的粮食作物。
理解自然条件对农耕生活的影响。

能力和方法：通过识图，培养观察能力;通过观察原始农耕时
代的器物，培养审美能力;通过河姆渡遗址和半坡遗址、旧石
器和新石器的比较，培养学生掌握、运用比较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中国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贡献，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原始农耕劳动的甘苦及其所创造的价
值，认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他们适应、利用与改造自
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河姆渡和半坡遗址为重点，前者更重。

难点为新石器的涵义，原始居民的生活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大汶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情况。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我们一日三餐吃的主食是什么?……导入农业及农业的起源而



导入本课的新课学习。

(科考队进入下一站，来到浙江余姚……)

利用学生熟悉的内容谈话，接近历史与现实距离

除此以外，他们还从事哪些生产活动?你知道稻谷是如何种植、
储存、加工、食用的吗?

当地的气候条件怎么样?这与先民的这些生活习惯有什么关
系?

指导学生阅读p12史海拾贝。

这是南方的原始居民的农耕文化。那北方的原始居民的农耕
文化是否一样呢?

学生看书、寻找、发现

理解生活的需要制造相应的工具

理解河姆渡原始居民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知道最早种植水稻与粟

过渡，引起学生继续探究的兴趣。

要求学生看书找找“半坡遗址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是否与河
姆渡原始居民一样?”“有哪些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现象?”

观察书上的石器和陶器，看看它们有什么用途?是如何使用
的?

你能根据书上p10小字的描述和你的理解复原出半坡人的居住



的房屋吗?

带着问题看书，有的放矢

大胆猜测、想象

学生看书，然后自己试图画出半坡人居住的房屋。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在山东泰安附近，比河姆渡和半坡晚些的时候，出现了一处
更先进的原始农耕文化遗址，即大汶口遗址。

现在请大家看看书，想想河姆渡、半坡、大汶口三处遗址的
其同点?各有什么特点?

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想一想“大汶口墓葬的差异反映了什么
历史现象?”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教材，去归纳发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和粟的国家。我国的原始农耕文
化具有起源早、成就大、存在南北两大类型。

认真听，自豪感。

当堂测评、巩固。

巩固知识、激发兴趣。

初一历史第七课教案篇五

(第1课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课程标准)以元谋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为例，了解中国境



内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存。

(教学目标)

识记和理解：记住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和
地点;知道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了解他们使用的工具特征及获
取生活资料的方式;理解原始人用火的意义。

能力与方法：通过识图培养观察能力;通过想象原始人生活情
景，培养再造想象能力;通过比较北京人、猿类、现代人，帮
助学生学习运用比较的方法学习历史。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中华文明悠长的源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认识劳动在人进化中的作用，进行劳动观点的教
育;了解北京人与山顶洞人和生活环境，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重点:是北京人;难点:元谋人的地位、北京人
身体不平衡、山顶洞人人工取火的依据。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学生阅读课

积极参与设计考察线路，初步知道先后顺序。

要求学生看书，找出“为什么叫元谋人?(同时解决‘北京
人’、蓝田人等名的来历)”“生活的年代与地域?”

考察:“作为科学工作者，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是人了
呢?”“元谋人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教师小结。过渡：已经发掘的元谋人的遗存不多。接下来我
们重点考察一下北京人。



学生阅读，仔细研究，体验一下考察的感觉。

过渡到下一目。

要求学生阅读课本，看看从哪些方面去考察北京人?(生活的
年代、地域、环境、身体特征、工具的使用、火的使用等)

问题：你认为有哪些条件(不)适宜人的生存?

比较体质特征(观察真人比较)。

怎么样知道北京人用火?如何得到火的?如何保存火种?使用火
有何意义?

教师小结本目内容，说明：北京人遗址是遗存最丰富的远古
人类，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遗产名录。
”

活动：想象北京人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学生阅读，先建立一个整体映像

然后分别进行考察(阅读、观察、分析、结论、发言等活动)。

增加学生的自豪感。

大约二十万年后，在北京人生活过的地方，又出现了一种进
步得多的原始人类――这就是“山顶洞人”。

引导学生考察一下，山顶洞人有哪些方面比北京人进步(注意
哪些方面，列表归纳)。

比较北京人山顶洞人

生活年代



体质特征

工具制作

生活用火

穿着

自然过渡，引起学生的兴趣。

学生阅读教材，填表比较

着重考察：怎么知道他们会人工取火?他们是如何钻孔的?

我们今天的科考结束了，你有什么收获呢?

还有哪些问题?

学生回答，作为小结。

拓展思路。

书后“学习测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