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



1

教学设计

课题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第三元 第 13 课 东汉的兴衰

2022 版

国家课标

要求

了解西汉末到东汉的政治、社会动荡

教材分析

本课是人教版七上第 13 课位于第三单元：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建立和巩固。东汉政权的建立则维护了西汉版图，尤其对

西域的经营维护国家的统一，延续了自汉以来西域统一与中原

的传统。

本节课选取东汉历史上重要事件，“光武中兴”呈现出东

汉的兴盛，“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体现出东汉中期统治黑暗，

动摇了东汉统治，“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东汉统治，军阀割据

加速了东汉的衰亡。

东汉豪强地主力量贯穿始终，东汉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而

建立，又因为豪强地主势力过大导致衰落，再将东汉放在封建

王朝轮回和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审视，引导学生从东汉

王朝兴衰中得到有关中国古代君民关系启示。

学情分析

1、学生认知水平

七年级学生认知处于感性认知阶段，可以通过直观材料引导

学生学习。本课中学生可能会对刘秀及其相关事迹比较熟悉，可

以由此入手，但对于东汉的外戚宦官专权了解不多甚至不清楚，

因而在讲授该部分时要利用简明的材料和直观的手段由浅入深，

引导学生。此外在教学中还应与上节课所学的西汉相关知识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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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同时巩固所学培养学生时空观念。

2、生理心理特点

该学段学生思维比较活跃，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为本课学

习提供了一定的行为和心理条件，通过引导，培养其自学能力与

合作精神，展示不同类型史料，维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目标

1、 通过阅读教材，找出东汉建立基本史实，通过表格对比文景

之治与光武中兴的措施，归纳二者相同之处，认识到统治者

要以民为本才能兴国。（历史解释 时空观念）

2、 分析史料探究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原因，以及这一现象产生

的影响（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

3、 阅读教材归纳黄巾起义基本史实，通过材料分析黄巾起义对

东汉的影响，结合现实认同“人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

（家国情怀）

4、结合所学讨论东汉兴衰的原因，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唯物

史观）

教学重点
光武中兴的影响是怎样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原因是什

么？

教学难点 外戚、宦官专权给东汉统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教学方法 创设历史情境、讲授法、谈话法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评价
组织学生互评，并对学生的生成进行实时评价，及时给予学

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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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用具 多媒体

教学过程 教师行为
预设学生行

为
设计意图

新课导入

新课讲授

呈现汉朝发展历程图，引导学生

对于所学内容进行复习，进而提问“西

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后又怎样的发

展？”

一、依强而兴

1、东汉建立背景

西汉后期政局动荡外戚王莽篡权

于公元 9 年建立新朝，其改革激起

人民反抗，由起义领导者刘秀建立

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提供刘秀小档案和支持、辅佐刘秀

的地方势力表格

汉朝建立者

是汉高祖，

经历文景之

治后，国力

增强，到汉

武帝时期国

立鼎盛

复习导入，

通过曲线图

更直观看到

西汉大一统

王朝的趋势

发展，巩固

学生之前所

学知识，使

知识更有连

贯性。进而

为本节课的

学习提供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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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以上材料，东汉政权的建

立的一股重要势力是什么？

材料一：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建立之

初，战乱不断；郡县过多，官多民少，

国家开支过大，且政府官员贪污腐败

严重；刑法更加残酷；赋税愈重；父

子流亡，夫妇离散；村落成为废墟，

田地荒芜。

教师：东汉建立之初社

会局面是怎样的？

阅读教材找出东汉建立的基本史

实，进行勾画。

过渡：东汉王朝在一场农民战争的

硝烟中建立，战争的阴霾和前朝覆灭

的历史教训时时缠绕着开国皇帝刘

秀，他清醒的认识到要“偃干戈，修

文德”，对新生政权采取巩固性措施，

将其引向一个稳定的发展道路。

豪强地主

战乱频繁，

官吏贪污腐

败，赋税繁

重，人民生

活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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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权巩固

教师：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巩固统治，

采取了一些系列的措施，结合汉初休

养生息与文景之治的政策，说说有哪

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

些措施又有怎样的影响？

提供表格

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

光武中兴

相同 释放奴婢 释放奴婢

废除严刑

峻法

减轻刑罚

不同 勤俭治国

反对奢侈

加强管理

监 督 惩

处贪官污

吏

合并郡县

允许北方

少数民族

内迁

检验学生对光武中兴的掌握情况

"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局面出现

相同：释放

奴婢，减轻

刑罚。

不同：东汉

对于北方少

数民族实行

内迁；

合并郡县

稳定政局

以民为本

通过表格对

汉初政策进

行对比，反

映政策异同

点，使学生

对光武中兴

措施有了更

清晰的理

解，培养学

生对知识的

迁移和时空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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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因素是（D）

A ．严刑峻法，法家思想治国

B ．奖励耕织，推广铁器牛耕

C ．整顿吏治，严惩外戚宦官

D ．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

教师：看来大家对上两节课的知识掌

握得非常牢固懂得迁移。

教师：其中东汉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

策与西汉截然不同又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呢？

材料二：“鲜卑慕容庵迁大棘城，

农桑法制同于中原"。——《中国历史

大事年表》

教师：这一措施更能体现刘秀柔

道治国。

3、光武中兴

过渡：通过以上措施，到了汉光

武帝中后期社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呢？

展示东汉彩绘掏击鼓说唱俑、东汉宅

院画像砖和陶院落模型

内迁的少数

民族已染华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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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汉光武帝的一些列措施

使得社会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

经济的得到发展，史称“光武中

兴”。但是这些图片所呈现出来的

远不止表面的这些信息，说唱俑其

实是供豪强贵族享乐的俳优，宅院

画像砖展示的也是豪强地族安逸

的生活画面，陶院落按 1:42 的比

例更是体现了它的占地之大，而且

豪强地主连栋数百，四周还有具有

瞭望功能的角楼，中兴之下陶院落

说唱俑、画

像砖等图片

材料，帮助

学生认识到

汉光武帝采

取措施后社

会安定的局

面，培养学

生语言表达

能力和获取

信息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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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将住宅和防御措施紧密结

合呢？中兴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

矛盾？

4、中兴之患

材料三：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肥沃）

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依附农民）

万计，……琦赂（珍贵的财物）宝货，

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后汉书．仲长统传》

教师：材料体现了东汉豪强地主怎样

的生活？

过渡：进而体现出豪强地主对农民的

剥削，朝廷上是怎样的景象呢？

二、因强制乱

1、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原因

提供东汉中后期 9 个皇帝的即位年龄

和寿命。

占有大量财

富和人民

史料反映了

“光武中

兴”背后的

隐患，豪强

地主奢靡腐

化的生活，

以及与农民

阶级之间的

矛盾，是当

时社会隐忧

的表现，通

过史料培养

学生历史解

释 和史料

实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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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即位皇帝年龄中安帝即位时与

大家同岁，如果是你的话，你有能力

能够治理好偌大的国家吗？你会依靠

谁帮助你治理呢？

教师：由此外戚的势力增大，外戚的

权力会达到什么程度？

当皇帝长大想要亲政，会依靠谁呢？

过渡：在这种局面下，社会风气又是

怎样的？

2、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影响

材料四：

汉顺帝末年，京都流传的歌谣：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教师：东汉中后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不能

依靠母亲

任用亲信，

诛杀异己。

动摇了东汉

的统治。

运用表格数

据通过联系

学生实际，

解决东汉中

后期外戚宦

官交替专权

的原因，帮

助学生理解

外戚宦官交

替专权对东

汉的影响，

培养学生历

史解释能

力。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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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不明的情况？对东汉统治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

三、纵强而衰

1、 黄巾起义概况

阅读教材，填写表格，梳理黄巾起义

的基本史实

原因 朝政腐败；自然灾害频发

领导者 张角

时间 184 年

特点 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

大起义

结局 被镇压、失败

影响 沉重打击了东汉统治，使其

一蹶不振

2、 黄巾起义的影响

教师：面对风起云涌的黄巾起义，东

汉王朝是如何应对的？

改刺史为州

牧，统领地

方军务

运用图片反

映黄巾起义

后军阀割据

的局面，帮

助学生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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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形式图

教师：观察军阀割据形式图，这种局

面对当时东汉王朝造成了怎样的影

响？

小组讨论东汉兴衰的原因有哪些？

材料：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王夫之

教师：东汉政权的建立依靠着豪强地

主的支持而建立，豪强地主势力在朝

政上表现是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使得

统治黑暗，地方上对农民的剥削有增

无减，进而爆发了农民起义，为镇压

农民起义，派重臣出任州牧掌地方军

政大权，纵容豪强势力膨胀，成为割

各州牧成为

割据一方的

军阀，加速

东汉王朝的

瓦解

观的认识东

汉末期军阀

割据的局面

的危害，培

养学生时空

观念和历史

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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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据一方的军阀，加速东汉王朝的瓦解。

尝试将汉朝发展历程图补充完整

教师：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是什么？

教师：人民，民是基础，民拥则国立，

民动则国危。

中国古代的政治启示对当今也仍有教

育意义，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上的讲话：“我们要始终与

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

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人民所想，行

人民之所嘱，才得到人民拥护，人民

愿意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 回顾东汉兴

衰揭示历史

启示，联系

现实，帮助

学生理解人

民和民心对

巩固政权的

重要性，确

立为国家发

展贡献力量

的远大理想

和责任担当

培养家国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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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高 有人说，"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

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

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与这句话

描述的历史现象无关的是（C）

A ．东汉皇帝在位时间短

B ．东汉争夺帝位斗争激烈

C ．东汉王朝存在时间短

D ．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东汉中后期，动摇了东汉的统治，使

东汉王朝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是（D）

A ．外敌入侵

B ．地方诸侯势力过大

C ．分封制的瓦解

D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184 年，张角领导的这场起义"句日之

间，便州郡失据，长吏逃亡？....．继

而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这场起义指

的是（A)

A ．黄巾起义 B 黄巢起义

C 陈胜吴广起义 D 李自成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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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第 13 课、东汉的兴衰

强

教学反思
1. 对于重难点问题方式和手段还不都多元化，前半部分文字材料

过多。

2. 在课堂上对学生评价还需要更准确及时，尤其是针对学生问题

和特点的评价。

依强而兴——光武中兴

因强治乱——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纵强而衰——黄巾起义、州牧割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