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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第14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教学反思】 
原阳一中高一历史组   陈彦 

 

这是我第一次讲市级优质课，所以格外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准备了很长时间，努力做到知识点讲到、重难点突出、知识点分析

深邃、作品原创，从中收获颇多，有很多感谢。 

第一、课标吃透教材吃透。 

只有吃透课标才会准确把握课文重难点，然后才会有的放矢的去设计

课件。只有吃透课本，讲课时才会把课文宏观结构有效联系在一起，

弄懂课文在本章、本书以及中外历史中的地位，甚至站在中国历史进

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这段历史。 

第二、努力搜集资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老师如果手中没有丰富的资料，课件设

计就会干瘪，没有说服力，讲课也不会有幽默性，更不会有吸引力。

所以我把手中已有的“康乾盛世”历史书大致看了一遍，又下载了许

多中外古代史专业名著，有些史料可以直接用于课件设计，有些深邃

的语言判断可以启发灵感，有些句子可以作为上课教师讲课的句子，

使上课语言简练、精髓化。 

第三、课文设计必须体现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 

现在所有成绩好的学校都是在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主动探究、教师

启发作用，教师只是教学的组织者，参与者、启发者。教师不能全讲、

过多讲。所以课件和教学设计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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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努力做到知识点分析深邃、作品原创。 

教学过程依托我们学校推广的 6+1 教学法----导思议展评检练，稍作

改造。教学思路以“历史学科大概念”和“大历史观”双驱动教学。

历史学科大概念要求上课围绕“盛世”“危机”核心概念的表现、原

因展开，抓大放小，学生自主学习能掌握的、书本已有的、初中已掌

握的、课本讲的透彻的都不讲。在有限的时间内组织有效的主题教学。

依据“大历史观”重新设计本课内容，把“康乾盛世”放在中国封建

社会进程中与“汉唐盛世”对比，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近代化进

程中与西方对比，得出中国的没落。 

第五、做一个平时积累知识的老师。 

“历史学科大概念”和“大历史观”双驱动教学，这些知识之所以能

够应用，与平时积累知识密切相关。平时我关注了很多微信公众号，

学习了很多同行教学理念以及历史理论知识和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 

第六、注意发挥团队协作的力量。 

当我初步制作好课件后，在备课组老师面前试讲一遍，其他老师指出

了很多问题，我改进不足。当我在班里试讲一节后，又发现许多问题

可以改进，并让年轻老师帮我修改课件。最后我在家中当做上课，又

修改了两次。 

当然也存在很多不足，下面谈谈教训。 

第一、尽量减少无用功。 

课前我先搜集材料，再分析课文，但后来发现自己顺序颠倒了，做了

许多无用功，搜集的很多材料是重复的无用的。以后先分析课文，再

精准找史料，这样会避免许多弯路。 

第二、优质课设计要有阶段性、计划性 

我前期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史料搜集上，导致后期制作课件、导学

案、教学设计时间仓促，结果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所以课件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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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作必须制定计划，分阶段制定目标并完成目标，提前完成提前试

讲。 

第三、课堂调动学生积极性不足。 

可能是在问题设计上吸引学生不足。讲课语言方面需再改进，对学生

心灵震撼性不足，幽默性有待改进。 

第四、上课提前准备不足。 

本次上课课前准备不足，没带电脑控制笔，借用其他老师的，结果讲

课时电脑控制笔出了一点问题，浪费两分钟上课时间，给评委留下不

好印象。 

第五、粉笔字不好，普通话规范性不足 

以后要多练字，多用普通话，讲课注意不用口语，多用规范性、专业

性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