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反思

本节课所选取的章节是《中国近现代史刚要》第

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本节课的

教学旨在通过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描述，揭示中国社

会演变的缘由、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特点、主要矛盾

和基本任务，加深学生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基本国情和

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意义的认识。

一、教学方法的反思

本节课合理运用先进的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

紧扣教学内容，以 PPT 技术制作的多媒体教学软件为

主，展示历史图片，适当放映录像资料，运用大量鲜

活的案例，形成视听立体、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这

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的。特别是视频片段的展

示对《中国近现代史刚要》教学效果的强化有着十分

重要的影响。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但其还是忽视了学生参与的重要性，

学生只是单方面地接受知识，而很少对知识进行再加

工。

在教学方式上，由于本节课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丰

富，历史跨度大，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大纲所确

定的教学目标，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教学方法上

主要采用的是教师讲授式的传统教学方法，在课堂上



很难做到全员参与，激发学生的思想活力，以达到培

养学生独立发现、思考、分析问题能力的目的。此外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围绕“侵略有功论”、“当殖民地

有益论”等观点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然后教师进

行分析总结，采取教师讲授与学生课堂辩论、讨论相

结合。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既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了较

好的学习效果。

二、教学内容的反思

本节课主要讲述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的四种表现方式。由于涉及的历史事件丰富，时间

跨度大，在时间上的把握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本

人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实现了从教材体系向

教学体系转变的有效途径。将内容的重点放在军事侵

略和经济掠夺的部分，军事侵略是资本—帝国主义征

服中国的主要方式，亦是最为残忍的侵略方式，经济

掠夺是帝国主义来华的核心目的所在。通过对这两部

分内容的重点讲述，能使学生们充分感受到资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激发学生

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课程教学中，由于诸多的历史细节和某些部分

的内容采用了多个案例教学，花费了较多的时间，



因此在最后的课堂讨论时间颇为紧张，没有办法使

更多的同学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此外，由于时间

的关系，给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也只能在课后完成。

因此在本次课的教学中对课程内容信息的处理应更

精细化，合理地把握好各部分内容所需要的时间，

才使教学能呈现的更完整，教学效果会更好。

三、教学经验和改进措施

教学经验：（1）整合教学内容，实行专题化教学，

是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的有效途径，可

以突出重点，简化教学节省教学时数，提高教学时

效。（2）采取提问、讨论、学生自我讲授、观看影

视片等方式来组织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参与

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

改进措施：（1）对课程内容信息的处理还应更

精细化。面对众多资料、事件和线索，应进一步梳

理，择其精要，使课堂教学更 、更简洁明了。（2）

可以通过图片展览等形式，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

加强平时的感性教育。部分课程图片内容可以以图

片展览等形式完成预定的教学目标。（3）加强对学

生自学的指导，应指导学生课外多学习与课程有关

的内容，深化对问题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