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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大纲

一、课程地位和教学目标

历史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本

课程的目标是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发展

的基本脉络和优秀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和思考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养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未来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打下基础。

二、参考学时与学分

该课程共 36 学时，其中理论 36 学时，1 个学分。

三、课程结构

序号

学习任务

（单元、

模块）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学时

1

史前时期

与夏商西

周更迭

了解夏、商、

西周三朝的

更替顺序

1.了解夏朝、商朝、西周王

朝的历史

2.感受中华早期政治文明

3.了解夏、商、西周三朝的

更替顺序和灭亡的原因

1.用示例图片

引入本课内容；

2.史前文化遗

存；

3.夏商西周的

更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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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春秋战国

时期的社

会变革

了解理解春

秋战国时期

社会发生巨

变的原因

1.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相继出现的史实。

2.掌握齐桓公称霸，商鞅变

法的历史事实。

3.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

1.用历史故事

引入本课内容；

2.商鞅变法的

主要内容

2

3

春秋战国

时期的思

想文化

了解并能区

分百家争鸣

中的主要派

别及代表人

物

1.理解孔子在思想教育文化

方面的主要贡献。

2.区分“百家争鸣”中的主

要派别及代表人物。

3.学习诸子百家敢于独立思

考和创新的勇气和精神。

1.了解春秋战

国时期诸子的

思想；

2.分析历史材

料，记录重点。

2

4

秦朝大一

统格局的

建立

秦始皇巩固

统一的措施

及作用

1.了解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的

过程及原因。

2.了解秦朝中央集权制的建

立的作用。

3.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历史材

料以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1.用示例图引

入本课内容；

2.中央集权制

的君主专制制

度和秦统一的

作用。

2

5

汉朝大一

统格局的

巩固

掌握汉朝巩

固大一统所

采取的措施

1.了解文景之治，知道两汉

时期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

2.掌握大一统政治举措

3.认识其对于推动统一多民

族国家巩固的历史意义。

1.自主学习，建

构知识；

2.合作探究，释

疑解惑；

3.拓展延伸，反

思总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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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三国鼎

立到南北

朝对峙

了解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

期的政权更

迭

1.了解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及

北民南迁等史实。

2.掌握江南的开发和北魏孝

文帝的改革。

3.体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

1.出示地图，分

析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的政

权更迭。

2.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的政

权更迭

7

人口南移

和民族交

融

了解魏晋时

期人口南迁

的原因和影

响

1. 了解人口大量南迁的原因

和影响；

2. 了解石窟艺术产生的原

因；

3.培养学生归纳史实的能

力。

1.北方民族内

迁的影响；

2.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的民

族交融。

2

8

制度创新

与历史变

革

掌握隋唐政

治制度的变

化与创新

1. 让学生了解隋唐选官制度

的演变和发展；

2. 掌握三省六部制、赋税制

度的内容和影响；

3.认识制度创新对我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发展起到的作

用。

1.隋唐选官制

度的演变和发

展；

2.三省六部制

的内容和影响。

2

9

盛世景象

与灿烂文

化

了解贞观之

治、开元盛

世形成的原

因

1.了解隋唐的建立与统一的

史实；

2.掌握科举制的创立过程和

影响；

3.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感。

1.贞观之治、开

元盛世形成的

原因。

2.科举制的创

立过程和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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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政权并

立到元朝

统一

元朝巩固统

治的措施以

及政治制度

1.了解辽、宋、西夏、金等

政权的并立。

2.掌握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

的时间地理区域。

3.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

观。

1.元朝巩固统

治的措施以及

政治制度。

2.出示地图，提

问学生。

2

11

社会经济

与科技文

化

了解四大发

明的传播及

对欧洲社会

的影响

1.掌握宋元时期的科技文化

成就；

2.探究活字印刷术、指南针

和火药的发明过程。

1.四大发明的

内容；

2.宋元时期科

技文化的影响；

2

12

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

巩固

了解清朝对

全国的统治

基本史实

1.了解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基

本史实；

2.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

本情况；

3.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和概

括能力。

1.郑成功收复

台湾；

2.清朝在台湾

的统治。

2

13

社会的繁

盛与潜伏

的危机

了解清朝加

强君主专制

的措施

1.了解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的

社会危机；

2.增强忧患意识，培养爱国

主义情感。

1.盛世下的危

机；

2.统一国家的

意义。

2

14

列强的侵

略与中国

人民的抗

了解近代中

国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

1. 结合时代背景学习中国被

侵略的原因；

2. 逐步学会分析评价历史事

1. 两次鸦片战

争的过程和影

响；



第 7 页 共 9 页

争 社 会 的 过

程。

件和历史人物的方法。 2. 中国社会性

质的变化。

2

15

社会各界

的救亡图

存运动

分析维新变

法运动和义

和团运动兴

起的原因

1. 了解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

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2. 掌握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狂

潮被粉碎的原因；

3. 学习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

奋斗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

1. 维新变法运

动的过程和结

果；

2. 洋务运动的

主要内容。

2

16

辛亥革命

与中华民

国的建立

了解孙中山

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思

想和革命实

践

1. 通过史料分析，了解三民

主义的基本内容；

2. 了解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

3. 培养学生从史出、史论结

合的能力。

1. 三民主义的

内容和影响；

2. 辛亥革命的

过程和影响。

2

17

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

兴起

了解五四运

动和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

史实

1. 学会从图片史料中获取有

效信息；

2. 了解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

党成立的史实；

3. 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1. 五四运动爆

发的原因；

2. 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影响。

2

18

中国革命

的新局面

和新道路

掌握南昌起

义的过程和

意义

1. 了解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原

因；

2. 掌握南昌起义的意义和井

冈山会师。

1. 南昌起义的

过程和影响；

2. 工农武装割

据开辟革命新

道路。

2

合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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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推荐

《中国历史》 （9787040484854），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授课方式

本课程的授课方式为理论授课， 采用学案导学课堂模式，坚

持以学生为本，以学案为载体，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并得到教师

恰当的指导，师生共同合作完成教学任务。着眼于培养学生学习

水平，促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案导学式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共

分以下几个流程：课前预习、导入新课、合作探究、练习巩固、

收获反思五个步骤。

六、课程特色

历史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学

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历史课程特征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是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

的综合表现。中国古代史课程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一是向学生传授中国古代史的基础知识，使学生

基本了解与掌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进行科学的思维方式

的培养和训练，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进行爱国主

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综合

文化修养。

七、课堂要求

1.课堂的出勤率：每次课堂都有对出勤率的要求，教师会不

定时点名检查出勤率 1-2 次（除非生病和紧急情况）。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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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组作业：要求每位学生独立完成每节课教师布置的授课

任务。

八、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笔试

（二）考核分值比例

平时成绩30%+期终考试70%，其中平时成绩30%中，考勤10%，

课堂表现 10%，课堂或课后作业 10%。

（三）期末考核及评分标准

试卷考核，具体见试卷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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