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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近代前夜的盛世和危机-教案示例 

教案示例 

第 24 课 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 

教学目的 

1、基础知识：掌握康乾盛世、商业发展、重农抑商政策、文字狱、

鸦片贸易等。 

2、能力培养：①通过明清经济发展、近代化因素萌发的趋向、西

方列强挤压下的危机等内容的学习，了解中国由盛转衰的过程。②与

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较，学习运用比较的方法了解历史现象。③通过

观察“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周边形势”图，学习识读国家周边形势图的

方法。 

3、思想认识：①通过清朝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政策、文字狱等政

策的学习，了解国家政策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②通过文字狱

的学习，了解封建专制的残酷性。③通过列举鸦片的危害，了解殖民

主义的罪恶。 

教学过程 

课前复习： 

1、明初谁七次下西洋？(郑和)首航带了多少人去？(27800 人)远

航以前的朝代有这样的规模吗？没有。这说明朝是否强盛？(强盛) 

2、清朝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基本采取什么政策？闭关政策。虽是

闭关中国是否有产品卖出去？有。这说明清朝的手工业发不发达？发

达。 

课前导入： 

以上都说明了明清的综合国力比起历代皇朝明显提高。在世界范

围内仍属头等强国。但从乾隆之后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转变。中国从一个头等强国变成一个受侮挨打的国家。这其

中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将是这节课的学习内容。首先请同学们看第一

框题，思考明清经济的发展表现在那些方面？ 



进入新课： 

一、明清经济发展(板书) 

1、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繁荣时期是(板书、提问) 

从明中期到清前期(板书)清前期出现了一个盛世是？ 

2、康乾盛世(板书) 

这个是盛世是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什么说这一时期是一个盛世

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板书：农业、对外贸易、商业)，请同

学们从书中找出答案。 

农业：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增加。(板书) 

对外贸易：纺织品、瓷器和茶叶等物资大量出口，对西方形成巨

大顺差。白银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之一。(板书)解释顺差：是指一

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贸易的出口值超过进口值。 

商业：形成商帮、农村变成市镇和市镇的发展。(板书)解释商帮，

是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商人为了对付市场竞争而组成的商人组织。19

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五十万以上居民的，中国就有六个。 

以上都说明了中国明中期到清前期的强盛，中国在当时仍属头等

的强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二、近代化因素萌发的趋向 

近代化是指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板书)封建社会是以什么

业为主？(农业)封建社会之后产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又是以什么业为

主？(工业)。近代化就是指农业向工业过渡的阶段。明清时期近代化萌

发的那些方面呢？课本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社会方面、观念方面、

思想方面)请学生回答问题。 

农业：人口流动性增大，传统的农耕社会开始变化。原来从事农

业的人中已有一部分不务农了。有的做佣人，有的在官府做事，有的

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都说明人口流动性增大，传统的农耕社会开始

变化。为什么会把这一现象作为一个近代化因素呢？封建社会人们以

农业为主，而农业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土地能随身带走吗？不能。

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人们祖祖辈辈都只能在这块土地的住，不能离开。

而工业社会，就象现在，你在公司做得不高兴了，你可不可以离开？



当然可以。这就是工业社会人口流动性大。 

观念：士农工商，变成“商贾大于农工”，商人的地位升高。分

别解释士农工商，提出商人的地位已超过农工。 

思想：出现抨击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从课本的小字来分析。 

这些方面的变化，都说明了中国明清时期出现了从农业向工业演

进的趋向。在前两框题中我们说了明清时期的强盛，那么在强盛的背

后有没有危机呢？有。好，我们进入第三框题。 

三、西方列强挤压下的危机 

看录像，思考问题：19 世纪的中国和 19 世纪的西方都在干些什

么？学生回答，然后总结： 

西方：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完成向近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同

时向外扩张殖民地。 

中国：紧闭国门、重农抑商、大兴文字狱，鄙视科学技术，强化

专制主义。 

特别利用课本的“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周边形势图”来讲述说明英

俄等国在我国附近的殖民扩张，也就说明了当时的清朝面临怎样的危

机。 

中国闭关锁国，英国是否就放弃打开中国的国门呢？没有。英国

用什么来打开中国的国门呢？鸦片。 

看一段清朝时英国走私鸦片入中国的纪实片，让学生了解这一段

史实，了解鸦片是一种什么东西。现在鸦片等同一类的东西统称为什

么？毒品。毒品的主要种类有那些？吸毒品后当毒瘾上来时，会有什

么症状？流眼泪，流口水。抱着头撞墙壁。全身的象蚂蚁咬一样，最

后大小便失禁。让学生想象出的毒瘾上来时的恶心，从心中对毒品产

生厌恶。同时强调正是由于这鸦片和清政府的各种政策，使中国从自

古以来的世界上的头等强国沦落为挨打、受侮的国家。 

小结：从三个框题，说明中国由康乾盛世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 

练习： 

一、填空题 

1、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繁荣时期称为＿＿＿＿。 



2、明清前期手工业生产十分兴盛，盛世时期，中国的贸易出口值

超过进口值，称为＿＿差。3、19 世纪初，中国的商业及城镇建设也

很迅速，全世界有 10 个拥有 50 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个。

此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变化，＿＿的社会地位上升。但这些都遭到统

治者的压制。 

4、明清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的货币之一。 

二、简要归纳明清时期的主要危机 

典型例题 

例 1 下列文学作品中不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的是（） 

A．《红楼梦》 B．《水浒传》 C．《西游记》 D．《三国演义》 

分析 题目中的四部作品是明清时期的著名古典小说，要求归类，

给的内容限制是“不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解答时既可以从肯定

入手，也可以从否定入手，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都要以对这些

作品的内容有大致了解作为基础。A 项《红楼梦》就是通过对四大封

建家族的衰亡史和一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来揭露封建礼教

和封建制度的罪恶。B项《水浒传》歌颂了北宋晚期宋江领导的农民起

义，反封建思想跃然纸上。C 项《西游记》更是借一个神话人物的英

雄形象，来反映人民蔑视封建统治，勇于斗争的精神。可见，只有 D

项《三国演义》不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它主要是描写东汉末年和

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答案 D 

例 2 明朝的小说和戏剧在思想上的共同点是（） 

A．都有丰富的语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 

B．都描绘人间的爱情故事 

C．都具有浪漫主义风格 

D．都有反封建思想 

答案：D。该题意在考查考生比较选择能力。题干的题眼是“共同

点”，题项摆出类似点，经辨析可知：A、B、C 三项不具备同点之意，

“反封建思想”是共同点。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根据第一组两个历史名词的关系，给第 2 组添一个适当的词，

使第 2 组两个历史名词的关系与第一组两个历史名词的关系相同。 

①景帝→文景之治 ②（）→康乾盛世 

A．顺治帝 

B．乾隆帝 

C．光武帝 

D．隋文帝 

2．清朝前期，下列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

域的高产作物是() 

A．甘薯 

B．棉花 

C．玉米 

D．双季稻 

3．清朝前期，成为全国性的贸易市场的城市是() 

A．南京 

B．广州 

C．北京 

D．上海 

4．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是() 

A．农民贫阻，无力购买手工业品 

B．民族资本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控制 

C．政府限制商品买卖 

D．统治者控制专卖权，阻碍生产发展 

二、多项选择题 

1．康熙采取的发展农业的措施中包括() 

A．奖励垦荒屯田 

B．严禁土地兼并 

C．重视兴修水利 

D．多次减免租税 



2．清朝前期已经成为商品的经济作物是() 

A．棉花 

B．甘蔗 

C．粟 

D．烟草 

3．清朝前期，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包括() 

A．云南的采矿业 

B．四川的制盐业 

C．台湾的制糖业 

D．北京的采煤业 

三、填空题 

1．清朝前期的100 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_______（百分比）以

上，人口迅速增长到________亿。 

2．清朝_______时，政府严禁民间开矿，后来不断放宽开矿政策。

乾隆年间_________的铜矿，有 500 多处；_________、______等地方的

丝织业超过了苏州。 

四、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清朝统一台湾后，曾开放四个海港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来，由

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政府只留广州一处海

港通商，关闭了其他海港。 

请回答： 

①清政府后来的政策是什么？ 

②从材料中分析，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的原因之一是什么？ 

③这种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五、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这个画面反映了什么时期的一种什么经济现象？ 

②这种经济现象比前一朝代有什么不同，表现是什么？ 

参考答案： 



一、1．B 2．A 3．C 4．A 

二、1．ACD 2．ABD 3．ABCD 

三、1．40％ 3.6 2．顺治 云南 南京 广州 

四、①闭关政策。 

②害怕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往来会“滋扰生事”。 

③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由于与世隔绝，也妨碍了同国外的科学技术交流，从而导致了中

国的落后。 

五、①清朝初年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②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比明朝增多了；手工工

场的规模也比明朝扩大了；大商人控制生产过程，成为早期的资本家。 

第二篇：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教案 

第 24 课 

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教案 北师大版七年级下 

〖课程标准〗 

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和巩固，经济和文化取得

一定成就。同时专制统治不断强化，对外闭关锁国，社会危机日益加

深。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康乾盛世、明清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文字狱、鸦片贸易等

基础知识；通过阅读课文插图、地图和文字材料，培养分析问题能力；

通过同时期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对比，培养对历史现象

的比较能力。 

过程与方法 

从众多的材料中提炼信息，并把它们分类加工（按需选择）、

“为我所用”，培养分析材料的能力；采用教师指导下学习学生自主

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的学习，明白固步自封、愚昧无



知不可行，停滞在原有的成绩上不会进步，反而会落后，培养忧患意

识。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通过对盛世与危机的对比，培养比较历史现象的能力；通过

自主学习，学会设问质疑、讨论分析问题。 

难点 本课出现的许多专用的高难度概念，对初一的学生来说，掌

握起来比较困难。 

〖教学准备〗 

教材分析 

本课为中国古代史部分的结束课，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目的

在于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史的灿烂辉煌就要过去，屈辱艰辛的近代

史即将来临。本课用了“明清经济发展”“近代化因素萌发的趋向”

和“西方列强挤压下的危机”三目来突出“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

的种种表现。 

学情分析 

学生已对明清的历史有了初步认识，通过本课，引导学生对中国

古代史末期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 

初一的学生以感性认识为主，而本课是以经济史为主的一节课，

枯燥的说教式授课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所以要开展多种教学活

动引导学生学习。 

教学设计（教法与学法） 

课前准备 

教师查阅资料，制作有关的电脑课件。 

学生预习课文，编排课本剧。 

〖板书设计〗 

第２４课 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 

〖教学过程〗 

复习导入 

（出示投影：康熙、乾隆的朝服像） 

师：请同学们看大屏幕，这是两位皇帝的朝服像。大家猜一下，



这两位皇帝是哪个朝代的？分别是谁？ 

师：不错。确实是康熙和乾隆二帝。大家之所以对他们留下深刻

印象，是因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成就了康乾盛世的伟大局面。从明中后

期到康乾盛世这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之后的中国历史便

陡然逆转，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迅速在世界潮流中没落，陷入了落后挨

打的危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２４课，去感受一下“近代前夜的

盛世与危机”。 

（出示投影：课题） 

讲授新课 

师：请同学们打开教科书，快速浏览一下全文三个子目，告诉我

“盛世”与“危机”的表现是什么？ 

一、明清经济的发展（在教师指导下学习） 

教师指板书说出“近代前夜的盛世”指的就是明清经济的发展。

下面请同学们利用课文第一子目和老师发给的学习材料（参见附录

二），依据大屏幕上的提示，将所获取的材料加工分类，说出明清经

济繁荣的种种表现。（投影出示分析提示：明清经济繁荣的种种表现，

如农业、手工业、商业、人口等方面）这里建议在同学们加工材料的

同时，教师可以选一名学生通过操作电脑，编辑概括出明清经济的表

现。 

（出示投影，让学生齐读） 

二、近代化因素的萌发（学生自主学习） 

师：中国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向前迈进，明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发

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近代化因素的萌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子目的

学习，请一个小组的同学来组织大家学习，同学们欢迎。 

三、西方列强挤压下的危机（小组合作学习） 

教师过渡：明中期的经济、社会、思想观念等方面显露出新旧冲

突的征兆，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向近代文明演进，但是清朝的统治者却

无视这种变化。正当西方列强发展之时，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在前

进的历史车轮之下摆上了一块又一块的绊脚石，致使中国社会缓慢发

展，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倒退。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二的大帝国，不顾时世，安于现状，人

为隔绝于世界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

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出示投影） 

让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结合教材和老师发给的学习材料

（附录二），试分析讨论这段话，之后说出讨论结果。讨论问题如下： 

（出示投影） 

（１）“不顾时世”中的“时世”指的是当时的什么形势？ 

（让学生分析西方世界发展情况） 

（２）清朝统治者又是怎样“安于现状”的？ 

（让学生分析明清危机：愚昧自大、固步自封、落伍于世界；实

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文字狱等阻碍历史发展的政策；陷入鸦片贸

易的危机） 

（３）你对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何感想？ 

（让学生各抒己见。教师要注意多鼓励） 

归纳小结 

同学们，中国的近代前夜尽管曾经有过灿烂与辉煌，但在迈向近

代文明的过程中，封建统治却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东西方力量对比发

生逆转，英国等西方国家以鸦片作为敲门砖，终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

中国的大门。在殖民列强的挤压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近代

化道路。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我们将在下学期的历史课中学习。 

巩固练习 

依学生情况设计（略）。 

布置作业 

“我来想、我来说、我来写” 

假如你是一个历史老人（可能是几百岁），请你根据本课的有关

内容，以历史老人的身份给大家讲述一个“近代前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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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课 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 



 

识记：掌握康乾盛世、明清对外贸易、商业发展、重农抑商政策、

文字狱、鸦片贸易等基础知识。理解：近代化、农耕社会、工业文明

等概念。分析：清帝国出现危机原因。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了解中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将

明清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较，学习运用比较的方法了解历史现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观察插图，了解丰富多彩的历史，提高

学习历史兴趣；通过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等政策的学习，了解国家政

策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教学重点：比较清朝的盛世与危机；农耕文明的衰落与工业文明

的发展。难点：近代化因素萌发的原因；西方列强挤压下的危机表现。

教学过程： 

导入语：《中华五千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

其中，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发展

时期；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而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最

后一个盛世时期。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盛世局面：

如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但康乾

盛世犹如落日余辉，自乾隆以后，黯淡无光，清王朝也进入了离乱之

秋。第一目：过渡语：读课本法国伏尔泰的一段话，来导入新课 康乾

盛世——明清经济发展 

引导学生看本目课本，分析明清经济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农业：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增加；国民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手

工：兴盛。商业：发达.商帮的形成：农村工商业市镇的发展.对外贸易：

发达）第二目：过渡——近代化因素萌发的趋向  

导入语：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欣赏有

几个同学表演的历史剧，来思考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表演情景剧） 

根据以上答案得出结论：这些因素的成长，带有从农耕文明各工

业文明演进的趋向 从而 揭示这些变化具有近代化因素的性质。第三目：

危机——西方列强挤压下的危机 

过渡语：，中国近代化因素出现萌芽趋向，西方社会状况如何呢？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7604405013

4010220

https://d.book118.com/876044050134010220
https://d.book118.com/87604405013401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