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从史前时期到夏商王朝

第3课  商朝与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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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

    本节课是上海市新编高中历史教材第二
分册第一单元内容，属于中国古代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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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

• 商朝从汤建国到帝辛覆亡，共传十七世三
十王，六百余年。

• 国家形态是以商王为天下共主方国联盟，
商朝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正式政治机构。直
接管辖王畿之地——“内服”和间接管辖畿
外之地——“外服”。

• 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尤其是精美青
铜器制作技术和成熟甲骨文字，说明商王
朝是当初世界上最发达文明古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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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

• 商朝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
遥领先地位。中国青铜文化作为一个造型艺术，是
当初人们思想观念艺术再现，这些青铜制品表面价
有丰富多彩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动物图案
， 

• 幸存到今天商朝文字大多发觉于龟甲兽骨上，不但
揭示了商前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
许多情景。这些在商朝废墟中发觉复杂甲骨文字，
即是今它汉字前身，说明了中国文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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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 1、知识与技能:

• 知道  夏商周既是同时并存三个部族集团，
又是前后逐次更替三个朝代。商国家体制
及其盛衰。

• 知道 青铜时代及甲骨文。

   说明：商朝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
遥领先地位，说明只有国家才能分工、合作铸造如此青铜
器。甲骨文字发觉和解读，说明了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王朝，也说明了中国文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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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 初步了解 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标志
之一主要意义，了解甲骨文对于商朝历史
研究主要价值。

• 了解   商代政治制度比夏代更为完备，政治
制度产生是国家产生标志之一，是人类进
入文明时期主要标志。

• 了解 从青铜器中了解商朝铸造水平及生活
情况，中国青铜文化作为一个造型艺术，
从其图形中了解当初人们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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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 2、过程与方法

• 经过夏、商、周更替学习，了解考古学方
法对于历史研究主要意义。

• 经过对青铜器图形和甲骨文解读，初步培
养学生文物解读和古文字识别能力及从中
获取历史信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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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 3、情感态度价值观

• 商朝盛衰，说明昏庸、暴虐统治终究灭亡。
• 从青铜器铸造和艺术价值，培养学生对灿
烂辉煌中华文明情感。

• 汉字演变和中国文明连续性关系来培养学
生民族爰源流长自豪与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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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难点

• 重点：解读青铜器和甲骨文。
• 说明：分析文件与文物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基本能力和方法，
判别和依据史料确定和解释史实是历史学基本方法，也是
二期课改历史学科基本要求。不过高一学生这方面能力相
对微弱，要让学生知道，在史料充分条件下，要认真解读
史料，在史料尚不充分情况下，应该努力发掘、发觉或存
疑，养成重证据、不盲从，实事求是思索习惯和证据意识。

• 夏商周三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原因：①生产规模大，技术水
平高。②生产数量大，品种多，价值高。③产品类型多，
用途广。④产品造型美观，纹饰精巧，含有很高艺术价值，
青铜器成为上古华夏文明经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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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难点

• 难点：商朝政治体制
• 说明：政治体制完备是国家机器完备条件之一。什么是内
外服制？商王为何要采取这种制度？对中学生而言，了解
它有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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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程设计

• 教学步骤一：导入新课

• 向学生提供一组成语或俗语：“酒池肉林、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反戈一击，惩前
毖后”等，在与学生交流过程中导入新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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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程设计

教学步骤二：缄默地图会说话

• 请同学观察《商朝历史地图》，找出中心
分布区域。

• （一）商兴衰（板书）（出示）
• 1、商族起源

• 2、商盛衰

• 3、商代国家机构

第12页



第13页



• 商政治体制：
• “内服”——直接管辖王畿之地；
• “外服”――间接管辖畿外之地。
• 方国联盟――商王是共主。 

         国王：商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王朝权

力中心，也是四方诸侯共主。商王常自称
“一人”或“余一人”，以显示其至高无
上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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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程设计

• 教学步骤三：缄默文物会说话

• （二）青铜时代
• 1、中国青铜文明概说

• 2、 商朝青铜文明特点：

• 3、青铜图纹解析：

• 4、我国青铜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

         

         说明：帮助巫师沟通人世界与祖先、神灵世界
（神与人、天与地沟通），图纹与王室、贵族祖先、
神灵崇敬相关，更与王室、贵族权力和财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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