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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析教材

•统编教材

•中国历史
•单元主题
•课文标题

•三目内容

体现国家意志，是铸魂
工程。是传播知识的主
要载体，是老师教学、
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
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
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
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
和社会进步。

。

。

契丹族和党项族
辽与北宋的和战
西夏与北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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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立意
•课程标准内容标准：
•知道辽、西夏与北宋的对峙局面；
•教材内容

•契丹族与党项族——本课重点

•辽与北宋的和战以及西夏与北宋的关系——既

是重点，又是难点



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课程标准看

•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
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
和社会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摘自《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
抓住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主线
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意识



二、明立意

第一篇：民族并立起波澜

第二篇：民族交往促交融

第三篇：民族关系谱新篇

突出民族关系发展主
题，强化历史线索提
炼认知能力，在感知
历史中进一步确立各
族人民密切交往、相
互依存、休戚与共，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格局，共同推
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历史观念

突破重难点，
在设计上围绕
民族交融的方
式——迁徙，
改革，冲突，
和平。本课主
要体现为冲突
与和平，无论
哪种方式都促
进了民族交融。



三、研学情——身心、知识、环境

好奇心强 求知欲旺

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

碎片化 成体系

单学科 跨学科

线下 线上

有生 无生



针对学生身心特点
猜一猜想一想

猜谜导入激趣

激活学生思维

突出典型特色

加深认知理解

应用视频图表

直观清晰高效



针对学生知识储备

建构起学科内的知识联系

建构起跨学科的知识联系

澶渊之盟签订的时间——与景德镇得名
北宋与西夏合约签订时间——与《岳阳楼记》



针对学生环境变化

心中有生

有取有舍

充分发挥统编历
史教材可读性强
的特点，引导学
生课堂自主阅读，
养成阅读思考的

好习惯。



四、育真知
通过学习帮助学生进

一步强化唯物史观，确立

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对

民族关系的正确认识。



感谢各位专家同行的倾听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