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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教学实施报告

本节课内容选自公共基础课程《中国历史》教材，内容以史实为根据，真实

地、严谨地、实事求是地论述盛唐时期历史。精选基础性、关键性、典型性的史

事，达到所选知识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本学科遵循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承先贤的

道德规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足于职业教育历史课程核心素养的五个方

面(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阐释、 家国情怀)，展现中国历史画

卷。诣在通过学习更好地贯彻职业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使职业教育更好地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一 教学整体设计

（一）教学内容

本节课《盛唐气象》从经济，民族关系，社会风气，中外文化交流，文化五

个方面全面讲解盛唐时期的状况，让学生对盛唐时期历史有所了解， 增强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二）学情分析

学生对历史掌握程度稍差，分析和总结能力不够成熟，在讲解的过程中首先要

注重基本史实的讲解，着重强调需要记忆的重点内容，通过多种手段让学生理解记

忆，多帮助学生分析总结，培养自主归纳的学习能力。

（三）教学目标与重难点

知识目标 掌握盛唐时期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相关史实。

能力目标
通过整理、分析、对比等方式培养学生总结归纳历史问题的能

力。

思政目标
认识到盛唐居于世界先进的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

自信和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教学重点：盛唐时期的文化与中外关系

教学难点：民族交往与交融

（四）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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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结合国家规划教材，网上微课，相关历史视频 ，史料记载等大量资

源，通过体悟式教学法，情景模拟等形式让学生了解相关史实并培养独立分析

总结历史知识的能力。

（五）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本节课程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探究法、练习法等多种教

学方法联合使用。以讲授为主，探究为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授课的过程

中关注学生的思想引领从而热爱中华文化，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经历，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的教育等进而激发学生的共鸣。

教学手段：本节课采用多媒体课件为主要的教学手段，在课件中穿插教学图

片，给予学生视觉上的冲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二 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导学

教师在课前布置好预习内容，让学生自主阅读教材，查阅资料了解相关史实，

培养自主探究的能力。让学生首先对本节课重点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在课堂上有针

对性的抓住核心内容。

（二）课中督学

学生在课前已经预习了本节课的基础知识，教师在讲到 重点内容的时候可以

进行列举、对比、总结等方式进行知识点的进一步提高。在课堂上利用史料分析，

情境教学等方式进行重点内容解析。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四导”理念及思政元素。

下面具体举例在教学中如何实施的：

列举法：如：讲到唐朝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根据预习内容，分为农业，

手工业，商业一一列举，并简要介绍，加强知识记忆。

对比法：如：讲到鉴真东渡和玄奘西行。对比两个历史事件，从目的地，时期，

目的，品质几方面进行对比，让学生更深层次的了解两个事件。

总结法：如：讲到唐朝的文化成就，让学生根据预习内容用表格方式进行总结，

清晰明了，简明扼要，并有利于记忆。

思政元素：历史课程内容本身就蕴含着思政元素。本节课内容讲述盛唐时期的经

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全貌，增

强了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如：讲述到“遣唐使”一内容时，让学生感受到由于

唐朝时期的高度发达才能够引来四方来朝，引申到中华文化的兴盛和发展，需要我

们每一个中国人坚守中华文化本位，自觉学习、传承并发展我们的文化传统。如:讲

述唐朝经济的高度发展，提到长安城里当时有很多外国友人在进行贸易往来，长安

城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从而认识到唐居于世界的先进地位，增强民族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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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促学

课后通过布置相关习题，绘制思维导图等方式让学生对上课内容进行总结，考

察对本节课掌握情况，对本节内容进行查缺补漏，进一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巩固

提升基本文化素养，对基础薄弱同学进行精准帮扶。

三 教学实施成效

通过讲解，本节课基本实现了教学目标，学生掌握了盛唐时期经济、文化、

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相关史实，通过整理、分析、对比等方式提高了学生总结归

纳历史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认识到盛唐居于世界先进的地位，增强民族自豪

感，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对比法讲解课

程中重点问题，各个击破，对于难点进行了两面分析，对比记忆.针对线上教学期间

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溜号等特点，课堂增多了问题设置与互动， 连麦，试题竞

赛等方式吸引学生，取得了不错效果。

四 特色创新

体悟式教学中融入“四导”教育：本节课涉及到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故

事，如文成公主入藏，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课堂上课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

让学生真实再现，亲自体验，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宝贵的品

质。如：鉴真东渡。六次到达日本，经过前五次失败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取得

成功。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矢志不渝的精神，培养强大的心理承载力

及良好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同样的案例还可以引申到求职面试中，很多同

学求职过程中，也曾经历多次失败，但正是由于有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最后才

得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

五 教学反思

1、本节课通过五个方面讲解盛唐时期的繁荣气象，层次清晰分明易于学生理

解。通过大量图片让学生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增加了直观性。

2、但是课程内容较多，在每个部分时间分配上把握的不是很好，难点突出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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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仓促。在在今后的教学中， 有待于斟酌和提高。

3、回顾课堂整体来看，教师讲述内容偏多，设计的学生参与课堂内容比例较

少，以“学生为本位”思想上体现的不够明显，会加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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