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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授课教案

授课题目 盛唐气象 授课时间长度 45 分钟

授课类型 新授课 授课对象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盛唐时期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相关史实。

能力目标 通过整理、分析、对比等方式培养学生总结归纳历史问题的能力。

思政目标
认识到盛唐居于世界先进的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和文

化自信，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教学重点 盛唐时期的文化和中外关系。

教学难点 民族交往与交融

教学

方法

分析

本节课程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探究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联合使

用。以讲授为主，探究为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授课的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思想

引领从而热爱中华文化，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经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等进

而激发学生的共鸣。

教学方式：讲授 探究 问答 实验□ 演示□ 练习□√ 其他□

教学

手段

分析

本节课采用多媒体课件为主要的教学手段，在课件中穿插教学图片，给予学生视

觉上的冲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教学手段：板书□ 多媒体□√ 模型□ 实物□ 标本□ 挂图□ 音像□ 其他□

教 学 步 骤 设 计

步骤时间 主要任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目的意图

第一步

（5分钟）
复习导入

复习从唐朝建立到

发展所经历的“贞观之

治”，“开元盛世”，引

导学生思考盛世都有哪有

表现？引入本节课的五方

面内容。

学生思考，讨论

做以回答

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第二步

（25 分钟）
教师讲授

一、经济的繁荣

二、民族交往与交融

三、开放的社会风气

四、中外文化交流

五、多彩的文学艺术

学生认真听讲

阅读教材回答老师

提出的问题。可以通

过小组谈论等方式。

明确本节课基本

学习目标，通过多种

方法锻炼提升学习能

力，掌握本节课的中

重点和难点内容。



第三步

（10 分钟）
学生练习

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本

节课相关习题，了解学生

对本节课基础知识的掌

握情况，从而对后面的教

学进行改进与提高。

通过查阅教材，

小组讨论、分析等方

法答题，给予实时课

堂反馈。

教师能够在第

一时间了解学生掌握

情况，发现教学内容

是否存在漏洞，提升

教学效果。

第四步

（3分钟）
总结

教师将本节课的重点

内容归纳总结帮助学生记

忆，形成思维导图等。

跟随老师思路

整理、归纳，做标记

等

锻炼学生总结归纳

历史的能力，提升

逻辑思维

第五步

（2分钟）
布置作业

布置相关习题，考察本

节课掌情况

记录作业内容 进一步强化知识

点掌握程度

内容讲解

导入新课： 复习从唐朝建立到发展所经历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引导学生思考盛世都有

哪有表现？引入本节课的五方面内容。

一、经济的繁荣

1、唐朝前期经济发展的特点：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呈现繁荣景象。

2、农业发展的表现

①垦田面积逐渐扩大。

②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被发明和推广，代表是曲辕犁和筒车。

③兴修水利，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3、唐朝手工业发展的表现

①纺织业：品种繁多，尤其以丝织工艺水平最高，其中蜀锦以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冠于全国。

②陶瓷业：陶瓷器生产水平很高，越窑的青瓷如冰如玉，邢窑的白瓷类雪似银，闻名中外的唐三彩，

造型精美，色彩亮丽。

4、唐朝商业繁荣的表现

长安：都城长安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对称，街道宽敞整齐，商业繁荣，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

化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二、民族交往与交融

1、文成公主入藏

（1）背景：唐太宗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定都逻些，实行了一系列

发展生产、改革制度的措施。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化，多次派使者到唐朝求婚。

（2）入藏：唐太宗同意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并派专使护送文成公主远行。文成公主入藏时，

带去了谷物种子、药材、茶叶、工艺品以及历法、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随行的还有很多手工工匠，

他们在逻些修建了小昭寺，并参与修建大昭寺。

（3）意义：唐蕃和亲促进了吐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

（4）传播：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段历史佳话，以戏剧、壁画、民歌等各种形式在汉藏两地广泛

传播。

2、唐朝时期的民族交融



（1）发展概况：唐朝时期，汉族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杂居、通婚，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

（2）具体表现：

①在朝廷中，有很多重要的官职由少数民族担任；

②西北、西南等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唐王朝保持着友好而密切的联系；

（3）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

三、开放的社会风气

1、特征

①唐朝时期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社会充满活力，人们多显示一种昂扬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②当时的社会风气兼容并蓄。

2、具体表现

①一些妇女受过诗书、音乐等方面的教育，喜好骑马、打球、拔河、射箭、弈棋等活动。

②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多受西北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刚健豪迈的尚武风气盛行一时。

四 中外文化交流

1、遣唐使和鉴真东渡

遣唐使：包括官员、医师、画师、各类工匠等，都是精挑细选的优秀人才。同来还有留学生与留

学僧等。使团规模庞大，少则二百多人，多则五六百人。

鉴真东渡：今江苏扬州人，扬州大明寺高僧，精通佛经和医学。唐玄宗时，日本僧人普照邀请鉴

真去日本传播佛法。鉴真应允，他带去佛教经典以及建筑、雕刻和医学等知识，并克服种种困难，先

后六次东渡日本始获成功。

2、唐与新罗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

3、玄奘西行 627 年他决定西行求法。645 年正月，他带着 657 部佛经回到长安。后 20 年间从事佛经

翻译工作。

五 多彩的文学艺术

1、唐诗

（1）唐诗的社会地位：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2）代表诗人

①诗仙——李白

诗歌特点：飘逸洒脱，充满想象力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浪漫情怀

②诗圣——杜甫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诗歌特点：诗风淳朴厚重，很多诗作反映了战争和政治腐败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抒发悲愤凄婉之情

③白居易

诗歌特点：诗歌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妇孺都会吟唱，深受大众欢迎

2、书法

（1）代表：最著名的是颜真卿和欧阳询

（2）作品特点：颜真卿的字端庄劲美，雄浑敦厚；欧阳询的字方折峻丽，笔力险劲。



3、绘画

代表画家：阎立本，其人物故事画，人物形态各异，神形兼备；吴道子，落笔雄劲，风格奔放。

板书设计

经济的繁荣 民族交往与交融

盛唐气象

开放的社会风气 中外文化交流

多彩的文学艺术

教学反思

本节课通过五个方面讲解盛唐时期的繁荣气象，层次清晰分明易于学生理解。通过大量图片让学

生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增加了直观性。但是课程内容较多，在每个部分时间分配上把握的不是很好，

难点突出的比较仓促，在今后的教学中，有待于斟酌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