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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背景——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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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和历史现象的叙述，展现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以及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社会形态从低级
到高级的发展历程。通过学习，学生应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
基本观点，体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理解不同时空条件下历史
的延续、变迁与发展，学习史料实证的基本方法，能够在此基
础上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解释；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趋
势的认识，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
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
传统，拓宽国际视野，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1.教学背景——课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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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教学，以唯物史观的基
本观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
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等为指导，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演变历程，揭示了文化发展与
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等，增强了学
生的四个自信、五个认同。

1.教学背景——课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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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大一统的发展
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

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
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民族交融、区域开发
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了解成就 认识特点 探究原因 提升认识

1.教学背景——课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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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背景——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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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背景——教材分析



交融强盛促成中国文化全面繁荣，
文化全面繁荣推动中国世界领先。

文化繁荣领先

国家强盛交融创新

1.教学背景——教学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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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背景——学情分析



◼ 在概括三国至隋唐的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文学艺术，
科技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重要史事的基础上，利用表格与图示
概述和说明各文化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发展历程；

◼ 运用相关史料，分析这一时期文化成就的主要特征；结合时
代背景，探究这一时期文化繁荣领先的原因；

◼ 认识交融创新、国家强盛推动了文化的全面繁荣、世界领先，
繁荣领先的文化引领社会的不断发展。

◼ 重点：三国至隋唐文化的主要成就及特征
◼ 难点：文化繁荣领先与时代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课目标】

【重点难点】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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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

·建立现实与
历史的联系

·激发兴趣
增强认同

3.教学环节一：唐人街

导入生情



·利用表格
梳理线索

·问题引领
把握特征

3.教学环节二：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概括表格
的方法

时空观念：水平2 能够利用历史年表等方式对相关史事加以描述。
水平3 能够把握相关史事的时间、空间联系，并用特定的
时间和空间术语对较长时段的史事加以概括和说明。

串线观变



3.教学环节二：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充分利用教材素材
·适当补充图像史料

·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

时空观念：水平2 能够将某一史事定位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下。
史料实证：水平2 在对史事问题进行论述的过程中，能够尝试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历史解释：水平2 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语，对个别或系列史事提出

自己的解释。

史料研习

·认识思想与时代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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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环节三：文学艺术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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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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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环节三：文学艺术与科技

·补充图像史料
·设置梯度问题

史料实证：水平2 能够认识不同类型的史料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在对史事问题进行论述的过程中，
能够尝试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历史解释：水平2 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语，对个别或系列史事提出
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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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环节三：文学艺术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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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环节三：文学艺术与科技

·整体认识
·问题引导
·多角度概括

概括总结

时空观念：水平3 能够把握相关史事的时间、空间联系，并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术语对较长时段
的史事加以概括和说明。

史料实证：水平2 在对史事问题进行论述的过程中，能够尝试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家国情怀：水平2 能够具有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理解并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教学环节三：文学艺术与科技

·利用表格
分类梳理

·问题引领
把握特征

表格述史

·方法运用

时空观念：水平2 能够利用历史年表等方式对相关史事加以描述。
水平3 能够把握相关史事的时间、空间联系，并用特定的
时间和空间术语对较长时段的史事加以概括和说明。



3.教学环节四：中外文化交流

·图示展示
·多维认识

·国际视野
·文化认同

·解读图示的方法
·认识问题的角度

中外
联系

时空观念：水平3    史料实证：水平2
历史解释：水平3    家国情怀：水平2



3.教学环节五：总结探究

·总结特征
突破重点

·研习史料
探究问题
突破难点



3.教学环节五：总结探究

·回顾所学
·史料实证
·多维认识



3.教学环节五：总结探究

·整合单元所学
·深化历史认识
·提升历史素养

史料实证：水平3 能够利用不同类型史料，对所探究的问题进行互证，形成对该问题更
全面、丰富的解释。

历史解释：水平3 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语，对个别或系列
史事提出自己的解释；能够在历史叙述中将史实描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



4.教学反思

· 提纲挈领，把握特征，揭示规律

· 单元视角

· 政治、经济、文化互动

· 尝试窥斑见豹，避免一叶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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