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一历史说课稿 初一历史夏商西周
更迭说课稿(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一历史说课稿篇一

从《骊山烽火》这个故事中，我懂得了：我们要讲诚信，这
样，才能夺得别人的信任。不应该总是欺骗别人，这就会带
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让我想起了《狼来了》这个故事，故
事中的小男孩总是骗山下的农民：“狼来了！狼来了！”农
民们听到后，便会拿着武器跑到山上，但每次小男孩都是骗
他们的'。所以，山下的农民都不相信他了。有一次，大灰狼
真的来了，于是，这个小男孩又惊慌的叫了起来，这时，农
民们显得若无其事，根本就不相信他。所以，真正的大灰狼
把小男孩的羊都咬死了，他也险些被大灰狼咬伤。

从《奴隶为相》这个故事中，我懂得了：不管别人出生贵贱，
都要平等待人，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这个人有才华、有本事、
心地善良，有好的品质，这个人就是最棒的！我们不应该以
貌取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要有能耐，终能发
光的！

初一历史说课稿篇二

一、说教材

(一)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内容是第二单元《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变革》中的一课，



是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是早期国家的产生，比较重
要，本课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1、夏朝的兴衰。2、商汤灭
夏和武王伐纣。3、西周的分封制。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夏商西周的更替，说出西周的分封制，为进一步了解
我国夏商西周奴隶制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2)培养学生分析课题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历史
进程、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和初步理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根据新课程理念，我把现代信息技术与本课的内容进行整合，
针对初一学生的现状，实行问题导航式教学模式。初一学生
求知欲强，但知识积累不够丰富，对一些复杂历史现象和概
念模糊不清，因此，本课以教师讲述为辅助，把学生的主要
学习方式定为自主、合作、探究。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夏商西周时期创造了光辉的文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奴
隶社会的国家之一，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以此培养学生
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三)教学重点

西周的分封制。

(四)教学难点

西周的分封制及朝代兴亡的历史性规律。



(五)教学手段

为了生动形象直观，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学手段来完成教学，
从而激发学生学校兴趣，提高良好的课堂效果。

二、说教法

1、采用问题导航式教学法

首先根据本课课题的“兴”与“亡”二字，设计了“自主先
学整理史料”的问题表格，引领学生对比分析“兴”
与“亡”的国君及时间，然后再围绕本课的重点难点设置了
若干个小问题，以图说文，让学生在讨论中，在教师的'指导
下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2、自主探究式教学法

对学生进行分组导学，采取精讲深化、分析综合、设疑辩论
教学方法，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3、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运用多媒体课件，提供有关历史资料，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
加深学生对各知识点的印象。

三、说学法

引导学生分析夏商西周灭亡的原因及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能
够取得胜利的原因，让学生学会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并充
分利用自学、讨论、辩论等方式，让学生积极动脑、动口、
动手，增强学生的参与协作意识。

四、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dd视频导入，创设情境。



取而代之的是哪种制度?

此制度结束了____社会步入了____社会，

在增强学生兴趣的同时,也让学生有目标地理解了公天下变家
天下这一知识难点.世袭制的开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奴
隶社会的开始,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二)分析课题,出示目标

2.出示目标,学生学习目标定位.

(三)讲授新课

1、整体感知兴亡线索-----自主先学整理信息

出示表格，学生自主看书五分钟后，展示交流并标记课本。

注意：兴与亡的对比及由兴转衰的过渡。

2、细化知识君臣史事------明君暴君道尽兴亡事

(1)学生讲历史人物故事一至两分钟。

(2)学生再进一步看书将人与事填入相应的朝代卡中，准备三
分钟后再同位交流并且展示。

(3)学生分两组分别对以下几个问题思考并回答展示：

为何夏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

而炎黄尧舜统治时是部落联盟呢?

盘庚迁都的原因有哪些呢?



将牧野之战填入西周对吗?

(4)分析史料揭密分封：

通过图象、动画及声音等巧妙地展示了分封制的目的，内容
及作用。让学生一边听，一边看，一边想，一边记。多位学
生在互相补充下回答完整后，标记课本并进行短时地形象记
忆。接下来设置了“草拟圣旨领悟圣意”的环节，让学生模
拟周天子的身份给姜尚分封齐地，且诏书中要包含分封制的
目的，内容和作用。待学生准备一分钟后展示，最终教师展
示配音的诏书，其内容如下：

为了加强对齐地的管理，现将齐地人民及土地赐于姜尚进行
管治。太平之时姜尚要镇守齐地，周室危机之时要出兵保护
周室安全，此外，还要定期进京朝贡和述职。望姜尚勤政爱
民，发展生产，振兴齐地经济，开拓周室疆土。

这样做既附合了分封制的历史背景，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

最后就问学生“分封制”真能保西周太平下去吗?它有没有弊
端呢?演示动画，让学生明确“诸侯势力膨胀，威胁周室安
全”的历史事实，也为之后的春秋战国乱悠悠埋下伏笔。

3、认识历史，感悟升华------历史轨迹蕴藏玄机

首先再次出现兴亡表格，引导学生提出探寻兴亡玄机的原因。
之后出示了两段自制且录音的可以反应明君兴国和暴君亡国
的两则史料。

史料如下：

汤任用贤臣伊尹，关心百姓，农民和商人各安其业，商朝很
快强大起来……周文王勤于国事，重视农业生产，重用贤才



姜尚，周国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其子周武王经牧野之战后，
打败没落的商朝，建立了西周。

夏桀征发百姓建造宫殿，终日饮酒作乐，把百姓当成坐骑，
百姓恨透了他，竟想与桀同归于尽……商纣王建造宫
殿，“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尽情享受，施用炮烙等
酷刑来镇压人民，同时建立鹿台，抢掠百姓财产，失尽民心，
所以人民在牧野之战中纷纷倒戈……周厉王暴虐无道，使人
民不满，引发国人，后来还上演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一幕，
至此，周王室失信于天下，终于走上了灭国的道路。

初一历史说课稿篇三

1.系统地了解夏、商、西周更替的基本史实和西周统治者为
巩固统治实行的分封制的简况。

2.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历史进程、分析历史事
件的能力和初步理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3.认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
变革，具有进步性;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之
一，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认识奴隶制的残酷性。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夏朝的建立和西周的分封制

难点：西周的分封制

三、教学方法：讲述法、问题讨论法

四、教学手段：cai多媒体课件(附后)

五、教学设计



揭示夏朝建立的重大意义

介绍历史学科的时间概念

强调世袭制这一重要制度的沿革

揭示夏朝的阶级性质

阐明人类社会的形态及发展规律1.夏朝的建立及统治。回忆：
夏朝是由谁在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其性质是什么?教师强调：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进
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之一(仅稍晚于古埃及)，是世界著名的文
明古国;指出公元前2070年是公元纪年法，并介绍年和世纪之
间的换算方法。禹死后，王位由谁来继承?教师总结：相传禹
在世时，曾推荐伯益做继承人，但禹的儿子启已有了强大的
势力，禹不给伯益实权，使他得不到锻炼，在群众中没有威
信，相反，启却利用禹的威信和禹给的权力，扩大影响，树
立威望。在禹死后，启打败伯益，自己继承了王位。从此世
袭制代替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种制度对
我国后世影响十分深远，基本上确立了我国以后近4000年的
君主政治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制度才结束。夏
朝统治者是怎样进行统治的?从统治中心、都城、国家机构进
行介绍，强调其国家机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维护的是夏朝
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压迫剥削广大奴隶和平民。动脑筋：我
国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发展到奴隶制国家是社会的进步
还是倒退?说说你的想法。

说明得人心者得天下，贤君即能强国

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说明失人心者失天下

由牧野之战的过程让学生自行得出结论1.商朝的建立及统治。



提问：概述商朝建立的时间、建立者、都城及性质。教师强
调：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汤是一位贤明
的君主，有何表现?重用人才，勤于政事，关心百姓，商朝迅
速强大起来。

2.盘庚迁殷。其为什么要迁都到殷?殷这里面对黄河，背靠大
山，自然条件好;盘庚“行汤元政”，政治也安定下来，商朝
逐渐稳固了统治。这是商朝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次迁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商朝中衰到中兴的转折点，商朝
由此走向发展和强盛，成为世界上的大国。故后人又称商朝
为殷商(朝)。

3.暴君商纣。商纣王是历史上一个暴虐的国王。他用严刑镇
压对他不满的百姓和王室大臣，如炮烙之刑。与夏桀是否有
共同之处?奢侈残暴，众叛亲离。

学生自己阅读教材解决问题

适当与后面知识联系

初一历史说课稿篇四

【学习目标】1、知识与技能：了解夏、商、西周的建立及其
更替的基本史实和西周分封制的简况。

2、过程与方法：小组合作探究，初步培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观察历史进程、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和初步理清历史发展
线索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认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历史的进
步，认识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激发爱国热情。

【重难点】重点：夏朝的建立、西周分封制。



1、夏朝建立者是，其统治的中心在和一带，定都，历时4而
亡。

2、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早期的产生，从此“公天下”变为
“家天下”，制代替了禅让制。

3、夏朝的国家机构，是阶级压迫平民和奴隶的工具，因此它
的性质是国家。

二、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

4、商朝的建立时间是，建立者是。

5、商朝几经迁都，一直到迁都到殷，都城才稳定下来，后人
又称商朝为朝。

6、前年，周军通过战役灭商，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其灭
亡时间是。

7、牧野之战交战双方是：

8、重要大臣：

9、夏朝亡国之君：，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看p18图：桀把
人当坐骑)

三、西周的分封制

10、西周为巩固其统治，采取制度。

【合作探究】

1、夏朝开始的“家天下”现象，后世在中外历史上曾广泛存
在。你能举出一两个例子吗?(p17动脑筋)



2、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为什么会取得胜利?(p20动脑筋)

3、看p21地图：周初形势图，找出各诸侯国分布的地点。

4、看p21图：西周等级示意图(分封制)，标出各级的身
份(p22活动与探究2)

【达标测评】

一、选择题

1.下列内容中，标志着我国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的是()

?a.禹传位给伯益b.禹传子家天下

c.舜传位给禹d.启打败有扈氏

?2.商朝被后世称为殷朝，下列事件中，与此有关的是()

?a.商汤伐夏b.牧野之战c.盘庚迁都d.武王伐纣

?3.常言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当年姜尚等待的贤
明君主是()

?a.黄帝b.夏启c.商汤d.周文王

?4.“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说明这句话正确的历史
事件是()

?a.国人暴动b.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c.实行分封制?d.盘庚迁都

?5.暴君亡国，明君兴政。参照这一标准，下列四人中，与其



他三人明显不同的一位是()

商汤?b.商纣c.周文王?d.周武王

二、阅读判断(见本页末)

?【巩固提升】

1、阅读材料：

材料一?夏桀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之哉?日亡
吾亦亡矣。”

材料二?商纣说：“呜呼，我生有命有天!”

请回答：

?(1)夏桀将自己的统治比喻为像太阳一样长久，商纣说他会
有上天的保佑，没有人能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们的话对吗?
假如不对，请你用具体的史实加以说明。

?(答：不对。事实上夏桀和商纣很快就被推翻了。)

(2)夏桀、商纣最后被推翻的原因是什么?

?(答：夏桀建造许多豪华宫室，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强迫他
们服劳役，他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失去了民心;商纣修筑豪
华的宫殿园林，尽情享受，施用炮烙等酷刑，使社会矛盾尖
锐。)

(3)请你谈一谈两则材料蕴含的深刻道理。

(答：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得贤则昌，失贤则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言之有理
即可，表述可不拘泥于上述文字)



2、填写下表，说明夏商西周的建立与更替

朝代

建立时间

建立者

都城

历史地位

夏

约公元前2070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商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出土文字证实的王朝

西周

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3、制表：简单做一个夏、商、西周大事年表，内容要包括重
要年代、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三项(参照p126的大事年
表)(p22活动与探究2)

初一历史说课稿篇五

[知识要点]

一、夏、商、西周三朝更替



二,西周的分封制

1.目的：为了巩固统治，西周实行了分封制。

2.内容：周天子把土地、平民、奴隶，分给亲属功臣等，封
他们为诸候。诸候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
平时镇守疆土，战时带兵随同天子作战。

3.作用：西周通过分封制，开发了边远地区，加强了统治，
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三.西周的等级示意图示

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平民奴隶

[难点解析]

1.我国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发展到奴隶制国家，是社会的
进步还是倒退?说说你的想法。

是进步，虽然奴隶制国家存在着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
但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是生产发展、私有财产出
现的结果。奴隶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奴隶，可以组织大规模的
生产活动，能够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文
明成果，所以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
社会变革，具有进步性。

2.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夏桀，商纣的极端残暴统治，激起了平民和奴隶的不满和反
抗，失去了民心;商汤和周武王伐无道、诛暴君、深得民心;
商汤和周武王能够重用贤人，联合周边小国部落，抓住时机
一举取胜。

[重点考点]



1.启继承父位是实行(世袭制)

2.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主和暴君

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武王。

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厉王。

3.武王伐纣的主要战役是(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
年。

4.首创“炮烙之刑”的暴君是(纣王).

5.为了巩固统治，西周实行了(分封)制，封亲属,功臣为(诸
侯)。从而加强了统治,使西周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

6.商汤任用有才干的(伊尹)做大臣,周文王访求(姜尚)。

中国历史盛世有哪些

1西汉的“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百
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在薄税劝农，与
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
汉前期的太平盛世。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
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文景之治不仅是
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为
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养精蓄锐时期。

2唐代“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
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
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



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
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
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
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
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初中历史学习方法

理解知识点

对于历史这门科目的学习，要想记得多，记得牢，关键就在
于理解，因为只有真正理解、领会了这些知识才不容易忘记。
光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不但耗时费力，还可能记错记混。

因此，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着重抓住历史事件的因果关
系和来龙去脉，一定要弄个明明白白。在课堂上要专心听老
师的分析讲解，自己更要开动脑筋去积极地思考，这样才会
为历史的学习打好基础。

集中归类法

此种方法就是将性质类型相同或相近的有关历史知识,按照一
定的顺序、规律进行有机的分门别类的集中归纳后,进行各个
击破式的分类学习记忆。

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变法时,可把所有改革变法方
面的历史知识,按照先后朝代及年代的历史发展顺序,列成表
格形式进行集中归类。

此表的内容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朝代、时间、人物、改革或
变法内容、影响及意义等。

练习



为了验证知识掌握的熟悉程度，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运用
历史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要适当地进行练习，检测
自己对知识的把握程度。历史的学习是枯燥冗长的，唯有将
它作为自己的一种阅读兴趣，带着目的去阅读和记忆，才能
真正学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