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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一课教学设计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实习生 21 级历史专业朱荆鑫）

科目 历史 年级 七年级 课型 新授 授课人 朱荆鑫

课题 第 13 课 东汉的兴衰 课时 1

一、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人教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

巩固》的第 5课，汉武帝执政在西汉巩固大一统王朝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汉武帝病逝后，西汉后期的统治者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或为

幼主，或为昏君，朝政越来越腐败，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在西汉灭亡、东汉建立的

过程中，出现了王莽篡权、建立新朝的历史事件，而后新政失败，很快灭亡。东汉后

期，百姓民不聊生，不可避免发生了农民起义——黄巾起义，沉重动摇了东汉的统治。

中国再一次进入逐鹿中原，群雄争霸的时代。以上是本课的基本内容，上承大一统王

朝的巩固，下启《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经营西域》。

二、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授课对象是七年级学生。七年级学生先前已经学习了有关秦朝的建立与

灭亡、西汉建立、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等内容，这为学生学习本节课东汉的兴衰奠定知

识基础。七年级学生初步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在教师以及课件的提示下，通过

合作探究、小组交流等教学方法回答历史问题。七年级学生在问题意识方面较为欠缺，

需要教师逐步引导，在历史教学中慢慢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问题意识以及历史素养。

三、教学目标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西汉末到东汉的政治、社会动荡，了解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的背景。

学习目标：

1. 了解东汉的建立，知道东汉外戚、宦官专权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黄巾起义的基

本史实，培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唯物史观、时空观念)

2.了解东汉兴衰的基本脉络，借助史料引导学生思考“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原

因，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历史解释、史料实证)

3.通过对“光武中兴”和东汉走向衰亡现象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盛衰的

基本规律，学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培养家国情怀。（家国情怀)

四、教学重点 王莽新政、光武中兴、黄巾起义等基本史实。

五、教学难点 西汉灭亡到东汉兴起乃至社会动荡的历史脉络、规律及启示。

六、教学方法 讲授法、问答法、情境教学法、视频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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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习方法 表格法、讨论法、合作探究、自主学习、材料研读。

八、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

新课导入

【导入】（出示两分钟了解

“穿越者”王莽视频）同学

们，对于视频中的内容，你

们怎么看呢？你们知道东

汉的建立者是谁吗？让我

们今天一起学习第13课《东

汉的兴衰》。

观看视频

【回答】东汉的建立者是王莽。

视频加上问题的导

入方式，吸引学生

学习兴趣。

（二）

新课讲授

壹·东汉建立与“光武中兴”

1.西汉后期形势

【讲授】（出示西汉皇帝时

间轴）汉武帝病逝后，昭帝、

宣帝、元帝、成帝、哀帝、

平帝，或为幼主，或为昏君。

西汉后期，朝政越来越腐

败。

【引导】（出示西汉皇帝时

间轴）请学生结合材料，分

析西汉后期都出现了什么

状况？

【回答】政治状况：政治腐败，大兴

徭役赋税。社会状况：民不聊生，百

姓流离失所。

叙述西汉后期形

势，为学习进行材

料分析和历史解释

做好铺垫。

培养学生材料研读

的能力。

2. 王莽篡汉

【讲授】（出示王莽信息）

公元 9年，外戚王莽建立新

朝，西汉灭亡。请学生结合

课件和教材内容介绍王莽。

【提问】同学们可以联想你

们之前看过的影剧，什么是

“外戚”？

【回答】王莽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

的侄子。王氏家族利用外戚的身份，

长期握有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王莽

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

名。西汉末年，帝国日衰，社会矛盾

空前激化，王莽趁机夺取了西汉政

权。

【回答】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

太后和皇后的家族。

出示课件，快速了

解王莽。

联系学生实际，便

于学生理解记忆。

3. 新朝灭亡

【讲授】王莽的施政新政更

加剧了社会动荡，激起各地

农民起义，政权被推翻。

（出示文字材料和图片）请

学生结合信息，概括材料中

的内容。

【回答】王莽改制失败，旱灾、蝗灾

严重加剧了社会动荡，绿林、赤眉等

农民起义爆发。

情境教学法，帮助

学生理解新朝灭亡

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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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汉建立

【提问】（出示刘秀人物扫

描）新朝灭亡后，什么政权

兴起？统治者是谁？请学

生结合材料将表格填写完

整。

有助于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

5. 光武帝的统治措施

【提问】（出示文字材料和

图片）请学生根据以下材

料，归纳概括光武帝建立东

汉时，社会状况如何？

【提问】（出示五则文字材

料）江山易打不易守，国家

初建，百废待兴，刘秀该如

何进行统治呢？这些统治

措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请围绕材料合作探究。

【回答】战争不断、刑罚严峻、赋税

沉重；社会生产生活遭到破坏；社会

矛盾尖锐。

【回答】释放奴婢；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刑罚；增加了劳动力，缓和了阶

级矛盾。

合并郡县,裁减官员;加强对官吏的

监督，惩处贪官污吏；加强了中央集

权，巩固统治，简化了政务；整治了

官场风气。

允许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加强了民族

团结。

有助于培养学生历

史分析和历史解释

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协作探

究能力。

6. 光武中兴

【提问】（出示史料、图片、

表格）请学生思考，经过一

系列统治措施，社会产生了

哪些变化？

【回答】社会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

面，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光

武中兴”。

培养学生史论结

合、论从史出。

7. 东汉经济的发展

（出示图片、表格）引导学

生共同归纳东汉经济发展

的表现。
多维度感知东汉经

济的发展。

知识拓展：（出示表格）比

较“文景之治”与“光武中

兴”，归纳两汉治世局面出

现的共同原因和作用，从中

得到什么启示？

共同点：都善于吸取前朝灭亡的教

训；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发

展生产；都减轻了农民负担，轻徭薄

赋；都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等。

启示：统治者要勤政爱民，关注民生；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前

提等。

知道历史知古鉴今

的功能，以史为鉴。

贰·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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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提问】（出示材料、图片、

表格）观察表格，你们发现

了什么信息？这会给政权

统治带来什么影响？

（出示课件）观察课件，归

纳东汉中期以后的政治特

点。

【提问】（出示文字材料、

图片）请学生阅读信息，角

色扮演“跋扈将军”“党锢

之祸”，说出外戚宦官交替

专权的影响。

【回答】东汉中后期。即位时平均年

龄是 9.5 岁，平均寿命是 24 岁。

【回答】皇帝幼年即位导致外戚宦官

交替专权。

【回答】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周而复

始，恶性循环。

角色扮演。

【回答】导致政治腐朽不堪，社会混

乱，人民遭殃。

动摇了东汉的统治，东汉王朝走向衰

亡。

培养学生观察表格

和历史解释能力。

角色扮演，吸引学

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分析材料

和归纳概括的能

力。

2.地方豪强势力崛起

【讲授】（出示文字、表格、

图片）刘秀得天下离不开各

地豪强的支持，东汉的统治

阶层也基本都出身豪强，所

以东汉本质上是豪强集团

的联合政权。豪强集团的表

现有哪些？

【总结】豪强大族势力的膨

胀，是东汉晚期出现割据局

面的重要因素。

【回答】表现：

①极力兼并土地，占有很大的田庄，

拥有巨额财富，役使大量农民;②拥

有私人武装，操控地方政权，为害一

方;③有的豪强长期担任朝廷中的要

职，世代为官。

知道地方豪强势力强是国家分裂割

据的因素之一。

知道地方豪强势力

及表现。

深入理解历史知

识。

叁·黄巾起义

1.起义原因

【提问】（出示文字材料、

图片）请阅读材料，思考材

料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政

治状况？

【回答】政治统治腐朽、自然灾害频

繁、民不聊生，从而官逼民反。

理解黄巾起义的社

会背景，培养唯物

史观。

2.概况

【引导】（出示历史地图、

表格）“苍天已死、黄天当

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浏览教材，完成以下关于黄

巾起义相关概况的填写。

【讲授】（出示地图、材料）

中国再一次进入逐鹿中原，

群雄争霸的时代。

培养学生时空观

念。

（三）

课堂小结

西汉后期，朝政腐败；王莽

新政，加剧动荡；新朝灭亡，

刘秀兴起；东汉建立，光武

中兴；东汉后期，外戚宦官，

地方豪强，动摇统治，走向

衰亡；黄巾起义，打击东汉。

跟随老师总结本课，做好思维导图。

通过多个四字词

汇，贯通本课的主

要内容，有助于学

生记忆理解。

九、

随堂练习
4道单项选择（详见配套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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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板书设

计

十一、

教学反思

我实习期间的汇报课就是在 7年级 9班上的这节课《东汉的兴衰》，我在教学过程中清

晰地展现了东汉兴衰的历程，帮助学生构建了基本知识脉络。但也有不足之处，包括但

不限于课堂互动不够活跃、学生参与度不高、与学生生活实际联系较少等，今后仍需不

断加强、完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