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
展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历史教

案(通用10篇)
只有不断追求进步，才能不断超越自己，走向成功的道路。
写励志总结需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端，让读者能够被吸引，
进而产生兴趣。阅读下面这些励志的名言，相信你会受到很
大的启迪和鼓舞。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一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过
程中的一些重要知识：清政府册封dala、**的制度并设置驻藏
大臣，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并设
置伊犁将军，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蒙古族的土尔扈特部回
归祖国;清朝的疆城。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巩固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土尔扈特部千里迢迢回归
祖国，是值得我们歌颂的爱国主义行为。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为“dala、**和驻藏大臣”与“平定大小和卓的叛
乱”.

难点是本课内容虽然主题明确，但因涉及多个少数民族，初



一学生对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封号等较难掌握，同时对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的概念，学生也较难理解。

教学过程

一、加强对西藏的管理：

1、建立册封制度

a、赐五世dala为“dala喇嘛”(顺治帝)

b、赐五世**为“**额尔德尼”(康熙帝)

此后，历世dala和**，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2、设置驻藏大臣：1727年(雍正帝)与dala、**共同管理西藏
事务(西南)

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1722年)，满族，八岁即位，
年号康熙。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亲政。他先后平定三藩叛
乱，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西藏，订立中俄《尼
布楚条约》。

他注意河工清运，曾六次南巡，视察河工，联络汉族上层人
士，确立秋制度，以联络蒙古等少数民族;实行“滋生人丁永
不加赋”制，注重工农业生产。他尊崇理学，编篡《古今图
书集成》，但是又屡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统治。他重视自
然科学，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制定历法。康熙六十一年(公
元1722年)病死于畅春园。此画像原为紫禁城清宗室家庙藏像。

二、加强对新疆的管辖

1、平定大小和卓兄弟的叛乱，设置伊犁将军进行管辖a、回部：
在清朝初年西北天山以南维吾尔人居住的广大地区b、平定大



小和卓兄弟的叛乱：c、设置伊犁将军进行管辖：包括巴尔喀什
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西北)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
的篇章。

清高宗弘历乾隆(1711~1799)

弘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雍正死后继承皇位，改元乾隆，
于雍正十三年登基，成为清朝第六位皇帝。是再位最久，年
寿最高，对中华帝国的发展起了最大作用的皇帝。

乾隆继位时的清王朝已经过康熙，雍正两代七十余年的治理，
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再经乾隆的励精图治，使清王
朝到强盛的顶点，以乾隆的雄才大略，廾巩固和发展了中国
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在位六十年，
但后期乾隆好大喜功，使清朝腐败之风滋长，使清王朝由盛
转衰。晚年自号为十全老人。乾隆时代是清王朝的转折点。

三、土尔扈特部归国--渥巴锡

渥巴锡(1743~1774)清代厄鲁特蒙古诸部中土尔扈特部首领，
阿玉奇汗曾孙。土尔扈特部自17世纪30年代迁至伏尔加河下
游以后，不断遭受沙皇俄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乾隆二
十六年(1761)渥巴锡继承汗位，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
生存，三十五年冬，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发动武装起义，率所
部十六万余众，历尽艰险，长途跋涉，于三十六年复返归祖
国。

渥巴锡谒见伊犁将军时，向清政府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永乐八年
(1410)汉篆封爵玉印一颗。清政府对渥巴锡率部返归祖国的
爱国行动极为重视。乾隆帝于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多次接
见渥巴锡，封他为卓哩克图汗，命其统领旧土尔扈特部。三
十九年，渥巴锡病逝。



四、清朝的疆域

西跨葱岭

西北达巴尔喀什湖

北接西伯利亚

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东临太平洋

南至南海诸岛

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

巩固练习：

问答题：清朝前期采取了哪些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措施?

1、统一台湾，设台湾府。

2、抗击沙俄：雅克萨之战;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

3、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册封dala、**制度;设驻藏大臣

4、加强对新疆的管辖：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设伊犁将军;土
尔扈特回归祖国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二

本课涉及知识点的共同特征是“统一”“多民族”“封建”
国家，这个历史特征最早从秦朝就开始具备，经过两汉，隋
唐，宋元及明清几个朝代得以完善。这一课虽然只涉及的是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备课时如果老师缺乏对历史



问题的横向联系，就会割裂历史，让学生只感受到历史的碎
片，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因此，本课在准备时，应
该有这样思路：

1、对若干个历史朝代的这类知识进行清晰的判断、比较和分
析。判断，就是根据材料信息识读所属的朝代；比较，就是
通过排列好的朝代顺序，比较各朝代的民族关系主流和疆域
发展轨迹，感受和体验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及疆域变迁的大致
历程，理解清朝疆域是在继承前代版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和巩固；分析，即再次发挥提示信息的作用，让学生分析和
概括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再对照清朝“册封”和“修
庙”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学生就能深刻地理解清朝民族政
策的高明之处。

2、为了配合以上的总体思路，需要配备的基本教具就是秦、
汉、唐、明、清五幅地图，通过判断、比较和分析来正确的
全面的理解清朝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所做的历史贡
献。”

3、此外，如果仅仅简单呈现五幅地图，学生还是很难真
正“理解”清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贡献。因此，
需要我们精心创设情境、进行课堂探究指引，让学生在探究
活动中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使学生不仅能完成学习目标，
同时还能接受情感教育，完成历史课堂“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教育功能。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三

1.教学目标

1、识读《清朝疆域》图，结合课文内容，按地理方位说出清
初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所采取的措施。

2、认识清初民族政策刚柔并济恩威并重的特点。



3、围绕“清朝前期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和维护国家统一主要
措施”的“大一统”理论的实践体现，通过回答问题，提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动学生初步转变被动学习的
态度和方法。

4、珍惜今天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局面。

5、加深对台湾、西藏和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
一问题的认识。

2.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列举清初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采取措施。

难点：认识清初民族政策恩威并重的特点，感受我们的祖先
开拓边疆地区的艰难历程，认识到今天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的局面来之不易。

3.教学用具

4.标签

教学过程

导入：复习提问

明清时期，中国成功抵御了哪些外来侵略者?对统一多民族国
家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新课：

环节一：概述清朝前期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和维护国家统一
的目的

通读课本，结合清朝地图，回答下列问题：???



1、具体主要针对什么地区?体现的是哪方面的国家政策?

2、目的是什么?

教师结合学生的回答概述“大一统”理论在清朝民族政策的
实践体现。

环节二、清朝前期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主
要措施：

(结合学案和课件)小组合作学习与探究：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完成的学案，以4人学习小组为单位在教师
引导下开展以下学习探究。每一字目时间控制为8分钟左右。

(一)平定准噶尔部、回部贵族叛乱——加强对新疆的管辖。

阅读课本，看图说话，解决问题，口语交际。教师巡堂，帮
助并鼓励。

1、清初对准噶尔部、回部大小和卓叛乱采取了什么措施?

3、课文中的“回部”指什么?

4、清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有什么重要意义?

5、清朝加强对新疆的管辖设置了什么重要的官职??

6、清以前的朝代是怎样对新疆进行管理的?

说一说：结合第十一世**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图片，提出问题：
你想到了什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继续学习当中。

补充dala和**的相关知识，帮助学生理解。



(二)驻藏大臣与将军、参赞——清政府加强对西藏等地区的
管辖

阅读课文、看图，归纳，回答问题，口语交际。教师巡堂指
导，帮助并鼓励。

1、归纳清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的措施：

(1)顺治，康熙：建立对dala、**册封制度

(2)雍正：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

(3)乾隆：制定金瓶掣签制度

2、材料阅读：

??“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文献
通考》

?原文大意：顺应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改变他们的习俗;
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但不改变适合他们民
族传统的政治制度。

依据课本，结合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1)顺治帝和康熙帝建立了对dala和**的册封制度，说明清
初对西藏统治的(加强)。

(2)驻藏大臣的设置及其地位与职权的确立，清朝(进一步)加
强了对西藏的统治。

(3)“金瓶挚签”制度的确立，起到了(稳定)西藏政局的作用。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更加(巩固)。



(4)结合材料，你认为清朝加强对西藏地区管辖的措施分几步
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四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过
程中的

一些重要知识：掌握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政府设置台湾府;清
政府册封dala、**的制度并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管
辖;康熙帝、乾隆帝平定西北的叛乱，以及设置伊犁将军，加
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等史实;知道清朝的疆域。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巩固是

历史发展的主流，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
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引导学生对已学过的有关台湾、
西藏、新疆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回忆、梳理，培养学生纵向归
纳、综合历史问题的能力。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对西藏的管辖是本课的重
点。

教学难点：因涉及多个少数民族，七年级学生对少数民族的
人名、地

名、封号等较难掌握，同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的概念，



学生也较难理解。

【教法学法】

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法。

【教具】

多媒体课件、图片(包括郑成功、“dala、**和驻藏大臣”
与“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等内容)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讲述本课前，先引导学生讨论：“联系学过的知识，想一想，
为什么郑成功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经学生回忆、讨论，
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由此导入新课。

二、讲授新课：

(一)清朝对全国的统治

1.1644年清军入关，进人北京后以北京为都城，南下消灭明
朝政权的残余势力及各地反清力量，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
治。

2.清朝在此后的统治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上沿袭中原历
代王朝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
在思想文化方面推崇儒家学说，继承历代文化传统。巩固了
自身的统治。



(二)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清朝在台湾的建制

1.明朝末期，荷兰侵占台湾，实行殖民统治。

2.清初，在福建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台湾，
是民族英雄。

讲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建议教师参考有关资料，自制《郑
成功进军

收复台湾示意图》电脑课件，边演示边进行生动描述。

3.1683年清军入台，郑成功的后代归顺清朝，1684年清朝设
台湾府，

隶属福建省。

4.台湾府的设置，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祖
国东南海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五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dala、**和驻藏大臣以及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教学难点：如何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2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历史，那么大家能不能把我们国
家历史上所经历的朝代一一列举出来呢?在这里，为了方便大
家记忆，我给大家介绍这首“朝代更替歌”。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清朝。让我们走进清朝，探寻它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的贡献。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清朝对全国的统治

教师简单讲述：清朝对全国的统治的确立。

(清朝统治者进入北京后，以北京为都城。清军随后南下，消
灭了明朝政权的残余势力和各地反清的力量。为加强统治，
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思想
文化上推崇儒家学说，继承历代文化传统。)



目标导学二：台湾的回归和国家的统一

1.教师简单讲述：明末台湾的基本情况。

(明朝末期，荷兰殖民者趁明朝国势衰败之机，出兵侵占了我
国宝岛台湾，实行殖民统治。)

2.学生抢答：郑成功的主要事迹是什么?

答案提示：1662年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

3.提出问题：收复台湾有何影响?如何评价郑成功?

答案提示：(1)影响：被荷兰侵略者占据了38年的台湾，重新
回到祖国的怀抱。

(2)评价：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4.史料解读。

材料一：东南海岛台湾被郑经占据，郑氏本以恢复明室为号
召，但自从永历帝和郑成功死后，失去了号召力和政治领导，
郑氏集团内叔侄兄弟失和，内讧不息，已蜕变成失去政治目
标的海上武装。

材料二：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需赖水师，满族
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
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推荐施琅可当此重任。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编者注：郑芝龙
为郑成功之父)部下，后随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父子兄侄一
门杀害，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
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攻取台
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清廷并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
居住，投闲十三年。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



福建总督姚启圣只管后勤供应，与施琅和衷共济，保证了施
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5.结合材料一和课本知识说说康熙收复台湾前的状况。答案
提示：被郑氏占据;郑氏集团内部出现内讧;失去了政治目标
和号召力;变成了海上武装集团。

6.结合材料二和课本知识说说康熙能够收复台湾的原因。

答案提示：一是康熙个人的魄力，二是选将得其人;三是后勤
工作保障有力。

7.结合课本说说收复台湾的概况。

答案提示：1683年，清军两万人进攻台湾，郑氏军队战败，
台湾归入清朝的版图。

8.结合课本知识分组讨论：清朝在收复台湾后采取的巩固统
一的措施和影响。

答案提示：(1)措施：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2)影响：台湾府的设置，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巩
固了祖国的东南海防，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新的历
史时期。

9.提出问题：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出台湾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史实。

答案提示：(1)三国：孙权派大将卫温到达夷洲。(2)隋：隋
炀帝三次派人去琉球。(3)元：设立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
湖和琉球。(4)明清：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设置台湾府，隶
属福建省，后台湾正式建省。



目标导学三：加强对西藏的统治

1.史料解读。

材料一：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处北
纬26°50′至36°53′，东经78°25′至99°06′之间，平
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全区面
积120.22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8，在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中仅次于新疆。末常住人口约317.55万人。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六

本课教学让我深深的感到新课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提高课前预见能力和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中，很多教师通过“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把
知识灌输给不同班级的学生，同一个教案用几年，同一张讲
义印几遍，为此很多有了一定教龄的教师经常感唱：“‘涛
声依旧’‘重复昨天的故事’，教师的一生难道就是这样
吗？”其实对此也不难理解，因为传统的教学观念极易使教
师丧失进取心，久而久之，便容易使教师养成惰性，限制了
教师自身的创造性，试想没有创造性的教师，又怎能教出具
有创新精神的学生？而新课程的教学中，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人，学生影响和决定了整个教学进程，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
和课堂中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很难完成教学目标。如，我
在课前就考虑到假如时间不够，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压缩学
生小组讨论的时间，或是把课外延伸这一版块去掉呢？最后
采取多媒体图片及视频剪辑，达到了教学的效果。

二、巧设问题情境，促使探究过程开放。

比如，我在处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这堂课的
教学重点时，在第一个班设计的问题是“比较明清统治者在



处理民族的问题和政府态度上的不同？”填写好下表（参照
教案）。”一堂课下来，尽管小组讨论气氛活跃，学生回答
问题积极，答案正确率高，但我总感觉好像少了什么？在第
二个班，我对问题重新处理，变为“‘明修长城清修庙’反
映了明清统治者在处理民族的问题和政府态度上的有何不
同？”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层次的学生，就因为设计的问
题不同，结果大不一样。通过对比两堂课的教学，引起了我
心灵的震撼，感慨万分：为什么第一堂课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原来缺少的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第一堂课的问题情境是长
期以来“重知识、轻能力”传统观念影响下设计的问题，问
题设计太死板，以至于限制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学生的小组
讨论是为了找出老师设计的问题的答案；第二堂课由于问题
设计具有开放性，促使了学生探究过程的开放，尽管学生的
回答从知识角度来说，没有第一节课这样面面俱到，但这种
探究能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驾驭知识，改变了以
前只以模仿、继承、积累和重复前人的固定知识的守旧模式，
并经常在讨论过程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发散思维能力、综合探究能力及创新精神等，这就是新
课程的教学理念。

精心营造的合作性学习确实能让学生在认知上、生理上、感
情上、心理上更主动地投入学习，但如何根据实际，组建合
作小组，保证组内各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这个问题
还有待于继续探讨。学校教室内不能上网，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教师对学生网上查阅资料的指导，也增加了学生上网
的盲目性。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七

清初接见__五世，并正式赐予“__喇嘛”封号的是

a．顺治帝

b．康熙帝



c．雍正帝

d．乾隆帝

清朝前期，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关于清朝疆域的表述错
误的是

a．西跨巴尔喀什湖

b．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叶岛

c．北接西伯利亚

d．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乾隆帝时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与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它们
表明

a．分裂割据不得人心

b．维护国家统一是朝廷的职责

c．乾隆帝民族政策的作用

d．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土尔扈特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分支

a．满族

b．蒙古族

c．维吾尔族



d．回族

摆脱了哪国的民族压迫和控制

a．英国

b．沙俄

c．阿富汗

d．印度

下列哪项不是乾隆帝加强西北地区统治的措施

a．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b．设置伊犁将军

c．妥善安置土尔扈特

d．强迫当地居民信奉佛教

乾隆帝时，清朝设置的伊犁将军管辖的是

a．西藏

b．蒙古

c．新疆

d．青海

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皇帝是



a.顺治帝b.康熙帝c.雍正帝d.乾隆帝

清代常称为“回部”指的是

a．新疆的维吾尔族

b．现在的新疆地区

c．西北地区的回族

d．天山南路地区

代表清朝中央政府同__、**共同管理西藏的是

a．乌里雅苏台将军

b．伊犁将军

c．驻藏大臣

d．盛京将军

填空题

清朝的统一，加强了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地区的开
发，使我国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土尔扈特为蒙古族的一支，明末西迁到河下游一带，后来受
到沙俄的控制和压迫。在杰出首领的领导下，土尔扈特部众
毅然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征途。

乾隆帝时平定回部贵族分裂祖国的叛乱，设置将军，管辖包
括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



年，清朝开始设置驻藏大臣。后来，清朝颁布法令，明确规
定驻藏大臣代表，同、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__与**是西藏佛教的首领。清初顺治帝册封五世__为。康熙
帝又册封五世**为。从此历世__和**都必须经过的册封。

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文成公主入藏，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同时，带去
许多工艺品，谷物，菜子，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
与各种书籍，大大促进了与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松赞干布文成公主

材料二元朝，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
地方设“行中书省”，派遣官吏，征收赋税，进行有效的统
治，西藏等边陲地区都处在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材料三清朝，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西藏喇
嘛教首领五世__于清初到北京，受到顺治皇帝接见，被正式
赐予“__喇嘛”封号。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史实发生在哪个朝代?

3.为有效管辖西藏事务，清朝还设置了什么机构?

4.依据所学知识和上述材料，你可得出什么结论?

连线题

列举题



列举清代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管辖的措施。

列举清乾隆帝加强对西北地区管辖的措施。

问答题

试结合史实，概要说明清朝前期是如何加强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的?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八

1.基础知识和思想教育：

（1）清政府在各族人民支持下，同割据、叛乱势力进行斗争，
加强了对福建、广东、云南、蒙古、西藏、新疆等边地的管
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土尔扈特的重
返祖国，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

（2）清朝前期的疆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长期奋斗中逐渐形成的，它奠定了今天我国版图
的基础。

2.能力培养：

（1）分析三藩割据的危害，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册
封**和**、设置驻藏大臣的作用。

（2）能解说“顺治会见五世**”图，能图示清朝疆域的四至。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土尔扈特重返祖国，清朝的疆
域。



2.难点：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封号和部落名称多。

〔板书设计〕

一、平定三藩之乱

二、**、**和驻藏大臣

顺治：赐五世**为“**喇嘛”

康熙：赐五世**为“**额尔德尼”

1727：设驻藏大臣

三、粉碎大小和卓叛乱

后来：设伊犁将军

（疆域图在讲课中由学生填）

（二）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2.讲授新课

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九

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忽视教师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我们在进行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认为课堂中学生的活动越
多越好，甚至学校领导在进行课改评价时也看教学是否让学
生活动的多，认为学生的参与率越高，体现出的教学改革就
越彻底。由于这些认识，造成很多教师在课堂上大量地让学
生去搞活动，如讲故事、分析人物、分析事件、讨论问题、



进行表演等等，都由学生包揽。一节课下来，几乎没有了教
师的身影。看起来热热闹闹，但总觉得少了什么。仔细分析，
原来少了教师自身的活动，少了教师的组织和引导，少了师
生之间的合作。而这极易导致教学中秩序的失控并影响教学
过程的推进，进而影响教学效率。比如画面一中，秩序的混
乱就是我在让学生进行讨论时少了引导，学生是自发的由影
视剧的角度考虑人物，从而发生了暂时的失控，思路也没有
随着我的预想前进。如果我在学生讨论之前，首先把历史和
影视剧的区别再进行一次讲解，并能够让学生提前阅读教材
的'楷体字部分，把自己的引导工作做的扎实一点，也许学生
的讨论就会从正面的多一点，也更易于课堂的顺利进行。由
此我也想到了我曾看到的关于新型课堂构建的一句话：“课
堂是教师教育智慧充分展现的场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
识到，教育改革并不是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分量，而是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我们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教育智慧，运用我
们的智慧去组织学生，引导学生，使学生达到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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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篇十

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忽视教师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我们在进行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认为课堂中学生的活动越
多越好，甚至学校领导在进行课改评价时也看教学是否让学
生活动的多，认为学生的参与率越高，体现出的教学改革就
越彻底。由于这些认识，造成很多教师在课堂上大量地让学
生去搞活动，如讲故事、分析人物、分析事件、讨论问题、
进行表演等等，都由学生包揽。一节课下来，几乎没有了教
师的身影。看起来热热闹闹，但总觉得少了什么。仔细分析，
原来少了教师自身的活动，少了教师的组织和引导，少了师
生之间的合作。而这极易导致教学中秩序的失控并影响教学
过程的推进，进而影响教学效率。比如画面一中，秩序的混
乱就是我在让学生进行讨论时少了引导，学生是自发的由影
视剧的角度考虑人物，从而发生了暂时的失控，思路也没有
随着我的预想前进。如果我在学生讨论之前，首先把历史和
影视剧的区别再进行一次讲解，并能够让学生提前阅读教材
的楷体字部分，把自己的引导工作做的扎实一点，也许学生
的讨论就会从正面的多一点，也更易于课堂的顺利进行。由
此我也想到了我曾看到的关于新型课堂构建的一句话：“课
堂是教师教育智慧充分展现的场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
识到，教育改革并不是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分量，而是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我们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教育智慧，运用我
们的智慧去组织学生，引导学生，使学生达到自身的发展。

在一年的新教材实践中，虽取得不少成功，但也有很多很多
的失败，值得我反思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身为人师，在以
后的教育教学中，应该及时的更多的进行教学过程的反思，
从而更好地完成教育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