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教
案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教学反思(精选5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教案篇一

本节课选自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教科书社会第三册第五
单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第一课《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形成》——秦始皇、汉武帝。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秦始皇、汉武帝对多民族统一
国家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并让学生了解多民族统一国家形
成的时代。

重点是两位先人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的贡献；难点
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时代背景。

本节课由两部分组成；1、秦始皇统一中国；2、汉武帝开拓
疆域。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本课的一个教学重点。课文主要
讲了三个内容；1、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重点是要交代清
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背景是在七国并立、连年战争社会生产
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的。2、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巩固
统一的措施。讲授时介绍秦始皇从政治、经济、所采取的措
施。3、修筑万里长城。讲明修筑万里长城的原因及有关事情，
和在现代的功用。

汉武帝开拓疆域，是本课的又一教学重点。介绍本课的又一



教学重点，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1、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
的情况。安排这一内容有两个目的：1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汉武
帝及其统治时期我国的情况。汉朝，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
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个高峰。所谓“汗堂盛世”
的“汗”，主要指这一时期。学生了解这一内容，有利于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为将来学习历史奠定基础。2、为
了面讲汉武帝组织反击匈奴的战争作铺垫。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教案篇二

1、教学中贯穿情感教育，用事例衬托法。

教学中注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情感因素提高到一
个新的层面和高度，赋予学生重要的价值取向。本节课知识
点较多，，有些知识学生在生活中已有一些接触，掌握知识
对学生来说，难度不大，如果仅从教材内容正面分析，容易
产生空洞说教之嫌，于是，我决定多举例，特别是联系事实
政治，如：汶川地震，从而启发学生理解我国民族特点及各
个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贡献，这样很好地对学生进行了德育教
育。因此品社课教育的德育功能显得更突出重要，培养学生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本节课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教
学中，我把它当作贯穿本节课的一条主线，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2、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理念

本节课知识点多且涉及范围太广，针对性不强，因此我把情
景导入设置为歌曲《爱我中华》导入，并启发学生把歌词内
容和民族国情联系起来，既亲切易调动积极性，针对教学内
容也贴切。另外，结合历史、地理知识，让学生用学过的知
识解答，既完善了教学内容，又巩固了知识。

1、对于难点即：共同的心理素质，在处理中总结时不透彻、
不全面。在这里能对学生进行教育：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



习惯，但在教学中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一内容。

2、由于本节课知识点多且涉及范围太，为了突破重难点，在
教学避免空洞说教，课堂上列举了许多事例，，但由于有些
事例学生不知道，为了让学生理解知识，所以老师说的过多，
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造成听觉疲劳，教师与学生双边活动
没处理好。在以后教学中注意改进。

以上是我的`工作反思，在教学中我会不断的改进，使教学工
作取得不断的进步。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教案篇三

本课教学让我深深的感到新课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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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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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教案篇四

我进行了九年级思品课第三课第三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课的教学。该课对应课程标准中“我与国家、社会和集体
的关系”中的“认识国情，爱我中华”部分。现将对本节课
的几点感想体会归纳如下:

教学中注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情感因素提高到一
个新的层面和高度，赋予学生重要的价值取向。本节课知识
点较多，，有些知识学生在生活中已有一些接触，掌握知识



对学生来说，难度不大，如果仅从教材内容正面分析，容易
产生空洞说教之嫌，于是，我决定多举例，特别是联系事实
政治，如：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等。因此品社课教育的德育
功能显得更突出重要，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
为本节课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教学中，我把它当作贯穿本节
课的一条主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传统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统治者、主宰者，学生是接受者、
服从者，本节课我打破传统的师生关系，树立“以学生为本
的观念”。我把课堂教给学生，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体，自
己只是一个引导者、组织者、调控者。课下让他们搜集一些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节日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课
上组织他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少数民族知识pk,调动了他们的
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竞争和合作意识，又使他们成为课堂
的主人。

学生不再是被迫的学、奴役的学，而是积极主动的去学，逐
渐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转变。本节课学生有了课
下的准备搜查活动，所以在课上有交流表现的欲望，有合作
探究的要求，不再是被迫的学，而是主动参与，主动探究，
使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有着跃跃
欲试的愿望，有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

我们的课堂不能脱离生活，要以生活为背景、为载体、为依
托，并最终回归生活。所以在课堂中，我努力设计一些生活
化的内容，适时的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强课堂的生活化，
使学生觉得思品课堂离他们并不遥远，而就在他们身边。如，
在学习“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时，我结合少数民族代表和
汉族代表一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国家管理，体
会“民族平等”的原则；展示“各民族一起载歌载舞”的图
片以及“乌鲁木齐的xxx事件”带来的危害，通过对比来体
会“民族团结”原则的重要性；列举西部大开发中对少数民
族地区进行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来说明“共同繁荣”的
原则，同时拓展知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原则”。



1.在教学中，教学语言有待锤炼。2.受课件的牵扯，泯灭了
一些精彩的课堂生成，在以后的教学中应注意课件设计的不
要过多，还课堂生成以广阔的空间。

2.受课件的牵扯，泯灭了一些精彩的课堂生成，在以后的教
学中应注意课件设计的不要过多，还课堂生成以广阔的空间。

3.课堂小结上要下工夫，注意课堂的提升、延伸和扩展。总
之，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与进步，同时
也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与不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
认为，作为一名教师要善于在教学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进
步，在进步中觉醒，在觉醒中升华！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教案篇五

1、教学中贯穿情感教育，用事例衬托法。

教学中注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情感因素提高到一
个新的层面和高度，赋予学生重要的价值取向。本节课知识
点较多，，有些知识学生在生活中已有一些接触，掌握知识
对学生来说，难度不大，如果仅从教材内容正面分析，容易
产生空洞说教之嫌，于是，我决定多举例，特别是联系事实
政治，如：汶川地震，从而启发学生理解我国民族特点及各
个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贡献，这样很好地对学生进行了德育教
育。因此品社课教育的德育功能显得更突出重要，培养学生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本节课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教
学中，我把它当作贯穿本节课的一条主线，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2、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理念

本节课知识点多且涉及范围太广，针对性不强，因此我把情
景导入设置为歌曲《爱我中华》导入，并启发学生把歌词内
容和民族国情联系起来，既亲切易调动积极性，针对教学内



容也贴切。另外，结合历史、地理知识，让学生用学过的知
识解答，既完善了教学内容，又巩固了知识。

1、对于难点即：共同的心理素质，在处理中总结时不透彻、
不全面。在这里能对学生进行教育：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
习惯，但在教学中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一内容。

2、由于本节课知识点多且涉及范围太，为了突破重难点，在
教学避免空洞说教，课堂上列举了许多事例，，但由于有些
事例学生不知道，为了让学生理解知识，所以老师说的过多，
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造成听觉疲劳，教师与学生双边活动
没处理好。在以后教学中注意改进。

以上是我的工作反思，在教学中我会不断的改进，使教学工
作取得不断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