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优质8
篇)

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青春时代如何拥抱变化和适
应社会发展？青春是向上的，以下是一些青春励志的名人名
言，希望能给大家以勉励。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一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知道农业、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三个方面的主要发展标志及
成就，明确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成于南宋，分析不
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学生自行阅读课文，概括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以学生合作交流、师生互动等方式，引导、分析解决问题宋
代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通过文字、图片等史料展示，用语言描述宋代的社会生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了解宋代经济发展的成就，认识我国劳动人民用辛勤和
智慧，创造了经济繁荣。

通过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原因等分析，认识经济重心的南
移不仅是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也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二、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过程。

教学难点：通过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原因等知识点讲解，
引导学生总结归纳“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是长时期的历史过
程，也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一结论。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析为主，师生讨论为辅

四、教学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
“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
的朝代给盖了棺定了论。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
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
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人民群众的
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通过对宋朝经济状况的学习，
同学们也许会改变对大宋王朝的上述认识。

第一个环节：宋代经济成就，弱宋与富宋的对比

（1）展示反映宋代经济成就的表格，学生阅读课本整理知识。

（2）学生讨论海上丝绸之路的条件、原因

为什么陆上的丝绸之路转到了海上？从政治和技术两方面去



考虑

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先进；周边民族的兴起与强大，陆路
受阻；商业的繁荣和经济重心南移；政府的鼓励政策。

为什么南宋没有禁止海外贸易？（这里需要对比明清）

一则来自海外贸易中巨额的财政收入；二则当时的海外贸易
还没有遇到后来明清所遇到的困难——倭寇、海盗、叛
逆……；三则国内危机也不像明清时期那么严重。相对而言，
局势的变化使得后来的王朝根本无法继续南宋开始的宽容自
信的对外政策。

（3）史料补充，论证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小结：南宋时南方经济已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实现了南移。

从此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第二环节：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

阅读以下史料，分析南移的过程

材料一：楚地之越，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斤之家。

材料二：（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
忘饥。

材料三：朝廷在故都（东京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
中又为东南根抵，语曰：“苏湖熟，天下足。”

总结：

1、初步开发：汉末，南方等区域经济发展。孙吴，开发经营



江南地区，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铜铁冶炼、造船技术等发
展、进步。

2、继续发展：唐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北方黄
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是唐代的两大基本经济区。以安史之
乱为界，两大经济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3、完成南移：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在压倒性优势下继续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南强北弱的局面成为定局。

过渡——白居易的《忆江南》和一系列图片展现江南的繁荣
景象屏幕展示（《耕获图》；《货郎图》；宋代景德镇的代
表性瓷器图片；哥窑的冰裂纹瓷器图片；南宋海船图片；包
括交子在内的各种货币图片；《清明上河图》局部。）

提问：“为什么江南会从一个落后、荒凉的地区成为一个经
济繁荣、风景如画、人人向往的美好地方？是什么原因使江
南得到开发？”

第三个环节：学生讨论交流重心南移的原因

（1）什么造成了北方的落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自三国起，军阀混战，再加上北方匈奴、契
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频频南下，长期战乱不已，
经济破坏严重。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
发一次大规模战争。

（2）南方有什么先天的有利条件？

北方战乱，北方人民大批南迁，既为江南经济发展带去大量
劳动力，又带去中原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相反，江南
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



从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起，政局不稳，战争纷起，中原地
区民不聊声，促使北方人口向南迁移。两晋时期（4世纪）北
方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入主中原，民族矛盾激化，再次推动北
人南移。进入隋唐时期（7、8世纪）以后，南方仍是北人迁
移的首要目标。历经这样多次自北而南的人口大迁徙，安史
之乱后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

小结一：北方人口的南迁是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

（3）什么使得这些长时期没有得到利用的先天条件终于开始
发挥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一：技术进步。

（4）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发生了什么进步？

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耕作技术的提高，稻麦轮种的推广；
土地的开发和高效利用（圩田、沙田、梯田）

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小结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上述历史原因外，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的冷暖干
湿变化、过度垦伐造成生态失衡及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地理因素。

总结：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需从地理、政治、历史
等多角度综合分析。

第五环节：学生讨论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开放性话题）

1、对我国交通贸易的影响。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了南
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2、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
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3、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我国各民族更好
地融合在了一起，北方人民的南迁，使游牧民族和汉族有了
更深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
发展。

4、对南方环境的影响。南方一些地区的过度开发，如“放火
烧荒、围湖造田”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可
持续发展。

拓展总结

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是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也是各种因素综
合的结果。

作业布置

探索与争鸣：为何宋以后的中国始终未成为“海上强国”？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二

2、图片欣赏：精美绝伦的手工业品。(滚动图片配音乐)

江南的丝绸光彩绚丽，绝美的织品，奇异的花纹，斑斓的色
彩，醉倒了几多丹青妙手。

宋代瓷器，中华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它流光溢彩，晶莹
剔透，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本篇小结：美轮美奂的手工业，让我不得不感慨：工匠八方
来，器成天下走。



过渡：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下面我们走
进商业篇——江南富。

文档为doc格式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三

历史特级教师陈毓秀在《历史教学面面观》里面提到了“备
课三步曲”，即：第一步，要使自己懂;第二步，要使学生
懂;第三步，要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趣。此话听起来直白
简单，做起来却让人感到永无止境。

3月25日，我有幸受赵俊特级教师工作室安排，在淮安市开明
中学共建校同课异构活动中开设题为《经济重心的南移》的
校际交流课。从接到课题，到上完课，前后10天，总算踉踉
跄跄完成了任务。现将备课点滴整理如下：

一、要使自己懂

我理解，这是“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

先请看课题“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重心”什么样子?“南
北”如何划定?从哪里能看出“移”?何时“移”的?因何
而“移”?破题是个问题。

翻开人教版这一课的课文，通篇细细看完，“南方农业的发
展”“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南方商业的繁荣”三个大标题，
大部分谈的都是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只在农业方面交待了
一下原因，提到了“中原人南迁”。在课文末尾有一句“从
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那时政
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讲了经济
重心南移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教材，我理解，在中国古代，衡量一个地方是否



是经济重心，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当地的农业、手工业、
商业发展在质和量上是否处于领先地位;二是人口数量是否占
较大比重;三是该地的财政收入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了主
要部分。关于南北的界定，淮安的古淮河穿城而过，“中国
南北分界线标志园”就在我们旁边，用园内的标志图片
及“秦岭——淮河”地理南北分界线即可明确“南方”
与“北方”的概念。至于“移”，是一个过程，需要前后对
比。

大致弄清题目意思后，就是要弄清细节。从唐朝中晚期到宋
朝，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中原人南迁，要联系第9课内容，
将本课置于民族政权并立时代的背景下去学习。关于自然条
件的变化，书本楷体字作了介绍。对于“宋代南北气温普遍
变冷”我心存疑惑。于是我上网查到了《中国黄河流域35来
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图》，一目了然：宋代处于寒冷季。关
于北方森林遭长期砍伐，生态遭到破坏，我也进行了罗列。
难道促进发展的原因仅仅如此吗?继续查找!于是，我查了占
城稻的品种特点、推广过程，“宋真宗种稻”的故事，太湖
流域水利的兴修，宋初耕地面积的变化(华师大版教材)……
这样，与农业发展相关的要素基本理清了。

手工业方面，我查阅了中国的四大名锦、宋代八大名窑、福
建泉州的造船业，选取了典型的图片。

商业繁荣方面，我先查阅了《北宋东京城平面图》，关注了
其中商业区的分布，很显然和唐长安城的东市、西市相比要
广得多。图中的夜市又与以前的“宵禁”形成对比，课文中
也有具体表述。我又查阅了“南海一号”的考古工程及其考
古发现。因为这一素材不仅和造船业相关，还和农业、手工
业、海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等密切相关。关于货币，课文
中说“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书本上又有《北宋
纸币铜版拓片》一图，让人自然会误以为，此图便是四川交
子。仔细看图，图中文字清淅可辨：“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
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可见，四



川有四川的交子，此图为“除四川外”印制使用的纸
币。“北宋的纸币铜版拓片”非四川的交子铜版。这应该给
学生讲清楚，免得让学生被“除四川外”搞迷糊。此图右
边“南宋的纸币铜版拓片”中“行在会子库”的“行在”是
临安，也应解读清楚。此外还可以通过南宋纸币的发行量(华
师大版教材)，理解“南宋时，纸币发展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
币”。在赵俊老师指引下，我读了钟红军老师的《追问历史
教学之道》132页、234页。采用了“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商标
及铜版”一图(北师大版教材)，说明宋朝商业有了广告、商
标，有了集原料收购、生产加工、批发贩卖于一体的经营方
式。

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及原因，七年级上册《江南地区的
开发》一课与本课有类似之处，并有结论“江南地区的开发
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基础”。
本课又有“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后
完成”。虽然这个问题史学界众说纷芸，但对初中生而言，
不宜过度阐述。

二、要使学生懂

我理解，这是“怎么教”“怎么学”的问题。

初中历史教学，更多地是要普及常识，学会方法，形成认识，
汲取智慧。本课知识点零散，要教好、学好，教学设计很重
要。

课标中对本课课程内容的表述为：知道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
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依据课标，结合教材分析，
我确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通过自主学习，分类归纳宋代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
部门经济发展的表现;通过合作学习，了解宋代经济分布情况，
列举经济重心南移的论据;理解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2.通过学生学习展示，教师以图说史，师生交流，培养识图
能力、归纳能力;通过列表，知道从东汉末年至南宋我国经济
重心南移的过程，理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3.通过经济发展的表现，体会宋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通过宋朝经济的世界地位描述，增强民族自豪感。

重点是通过学习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史实，形成中国古代经
济重心南移的概念;难点是如何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鉴于经济史的内容学习起来相对枯燥，而且，涉及的新名词、
地理位置信息较多，于是决定以《宋代经济分布图》为主，
从经济分布上得出“重心”“南移”的结论。通过课本图片
及补充图片的介绍，以图说史，培养学生读图能力。通过史
料及最新考古发现的分析，为学生搭建理解经济发展的“素
材阶梯”。

为此，我设计了学案，给学生明确了学习目标，指导学生通
过自主学习(填空题)完成知识梳理。指导学生根据学案提示，
在课文中标注序号、圈划要点;同桌互助，把课文中提到的地
点，在学案的地图中标出。小组代表上讲台，通过实物展台，
展示标注结果，说一说在地图上圈画了哪些位置信息，并说
出与圈划地点有关的经济信息。对其中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
地方作强调，自然得出经济重心在南方的结论。再通过师生、
生生合作交流，解读图片和材料，丰富感性认识、加深对问
题的理解。通过主题探究(列表格、讨论)理清经济重心南移
的过程及原因;通过及时检测(选择题)巩固学习效果。通过宋
代经济的世界地位的介绍，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要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趣

我理解，这是“教得怎么样”“学得怎么样”的问题。

设计是关键。



人的发展，如果有成长路线图，会成长得更好更快。学习活
动也是如此。一张精心编制的学案，就像旅游线路图，就像
玩具操作说明书，学生通过这张“线路图”“说明书”按步
实施，就会有新发现，新惊喜。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可以让
学生在你的课堂里，见到他们没见过的东西，找到他们扮演
的角色，去挑战他们思想的边界。

一图抵千言。

初中生的感性认识要比理性认识活跃得多。如何让学生轻松、
形象地认知经济重心南移呢?我想到了杠杆原理，于是请我校
物理组的老师为我设计了一个动态的跷跷板演示，通过这一
演示，可以形象地看出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人口迁移
对经济重心带来的影响。这可以对破题起到很大帮助。在学
习经济发展表现的环节，能用图解决的，我一般不用文字。
一个个考古现场图片、一张张文物图片，比教师的语言描述
给力得多。

参与有快乐。

学生学习的兴趣来自哪里?我认为，一是来自学习内容本身的
趣味性;二是来自学习活动过程的趣味性。试想，你是要一堆
瓶瓶罐罐的营养素，还是要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大餐?你是要输
液，还是要享受美食的过程?答案不言而喻。学生学习有小梯
度、密台阶的学习素材铺垫，在攀爬知识高峰的过程性中有
渐行渐佳的美景体验，才会有兴趣继续前行。从亲身参与的
活动中有获得感，从同伴互助的学习成果中找到自己的存在
感，在老师的激励性评价和同学的掌声中得到成功的体验，
这才是兴趣的生长点。这一课，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的个
别点评激励，小组代表展示前的组员互助，回答问题失败后，
再找机会，降低难度，让学生再尝试，获得成功，都是为了
让学生“站在成长正中央”“另起一行做排头”。

教学是一场师生双方信念不对称的游戏。教师的信息占有量



是优势，可学生的可塑性是优势。教师想把知道的都告诉学
生是不现实的。班级授课制的不足，又难以实现每个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历史教师在实现课堂教学更有效、更有趣的道
路上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备好、上好一堂好课，要花上一
辈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四

2、图片欣赏：精美绝伦的手工业品。(滚动图片配音乐)

江南的丝绸光彩绚丽，绝美的织品，奇异的花纹，斑斓的色
彩，醉倒了几多丹青妙手。

宋代瓷器，中华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它流光溢彩，晶莹
剔透，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本篇小结：美轮美奂的手工业，让我不得不感慨：工匠八方
来，器成天下走。

过渡：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下面我们走
进商业篇——江南富。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五

【课题】《经济重心的南移》

【课型】新授课

【教学年级】初中七年级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具准备】自制课件

【学情分析】

由于七年级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易分散，爱表现自己，抓
住这一生理特点，创造多种机会和条件，让学生参与进来，
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
学会合作学习。这样可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掌握比较、
分析综合，归纳总结等科学的学习方法。

【教材分析】

(一)内容介绍

本课选自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
关系的发展，主要讲述的是自唐朝晚期至两宋时期南方经济
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从三个方面展
开教学内容。第一：南方农业的发展，包括南方农业发展的
条件、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和农业产量的提高。第二，南方手
工业的兴旺，主要讲述了宋代南方手工业的发展，包括丝织
业水平的提高、棉织业的兴起、制瓷业的成就和造船业的发
展。第三，商业的繁荣，主要讲述了商业都市的发展、海外
贸易的进步及其重要地位、古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在叙述南
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材最后点出了其对古代经济重心南
移的影响，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

(二)地位和作用

本节课选自第二单元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这
一单元主要讲述了宋元时期政治、经济、民族、社会风貌、
文化等各个方面。本节课的内容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的
经济现象，头绪繁多，学生难以把握。教师可结合课文，利
用直观教具，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树立直观印象。在讲
述具体的经济表现时，要注意知识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经



济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在分析本节课的基础上，
结合前后篇目，从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正确认识各种
社会现象。

(三)教学设计理念

本节课的内容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头绪繁
多，学生难以把握。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学习难度比较
大。

因此，要上好这节课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关注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从学生的生活实践出发观察、体
验、探究和理解;用形象化的手段使抽象的历史知识具体化、
生动化;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本节教学设计考虑如下：

1、通过设置历史情境、疑问，来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和探索的
兴趣。例如本节的几个部分分别设计了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
情景。

2、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和探究，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3、教学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但牢记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
模糊不清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教师必须引导、点拨、讲解。

【教学重点】

南方商业的繁荣。

【教学难点】

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学方法】



分析法、比较法等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
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包括农业生
产的发展、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和商业的繁荣及对外贸易发展
的主要史实，进而明确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
南宋之时。

2、通过思考和概括唐朝中晚期至宋朝南方发展的主要成就，
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

3、通过思考和总结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学生
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1、教师提供丰富的史料、图片等，创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感知、体会有关的历史现象。

2、设计多种类型的问题，让学生在思考中掌握知识点、理解
和评价历史现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
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居
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传播中国古代文明、
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让学生了解南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使学生认识到劳动人
民对于社会物质文化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并引申了解我国



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国情。

3、引导学生分析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提高学生保护
环境的意识和生态意识。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导入新课播放滚动图片。

师：同学们，如果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你最想去哪个朝代?
为什么?

师：我最想去的是宋朝。很多名人也想去宋朝?当代学者余秋
雨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德国史学家弗
兰克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非常
突出…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推崇
宋朝?宋朝吸引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宋朝，
了解宋朝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

skipif10生观看图片。

生发表见解。音乐+图片+优美的语言将学生领入历史课堂，
激发学生探究欲望，调动学生兴趣，引入课题。

导学

新课

整体感知：本节课我们将从四个篇章进行学习，江南丰—农
业篇，江南美—手工业篇，江南富—商业篇，江南情—格局
篇。

师过渡：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首先，让我们走进农业



篇——江南丰。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六

一、教材的梳理：

北宋：

1.建立：

2.赵匡胤加强统治的措施：

辽：

1.建立：

2.澶渊之盟：

西夏：

1.建立：

2.西夏与宋的关系：

金：

1.建立：

2.靖康之变：

3.汉化措施：

南宋：

1.岳飞抗金：



2.宋金和约：

元朝：

1.建立：

2.元朝的统一：

3.行省制度：

4.西藏：

5.回族的诞生：

6.元朝京杭大运河：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七

1、让我们再次随着商人宋氏的旅程去感受宋朝商业的魅力。

师：拿出笔来写一遍。

师：为什么到市舶司办理手续?

师：宋朝政府为鼓励海外贸易设置机构——市舶司，反映出
宋代对外开放的心态，这也和今天改革开放的精神一脉相承。

2、商贸之旅四：既然他已经办好了手续，请大家结合地图帮
他选择出发港口和销售范围吧!

师：这位同学的回答很准确!哪位同学上台根据地图说一说具
体的路线呢?



经济重心的南移教学设计篇八

1、了解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2、列举宋代南方农业、手工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史实。

宋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从___________转移
到____________;_________流域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

行业类别成就

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作物

粮食生产中心

手工业采煤和冶炼制瓷业

1、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是什么?

2、你的疑点、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