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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新航路》教学设计



《开辟新航路》教学设计

课标要求

《开辟新航路》是高中历史新课程必修（2）（人教版）第二单元的第 5 课，在历史必修

（2）中占有重要地位。要求概述迪亚士，哥伦布等开辟新航路的史实；认识地理大发现对世

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学情分析

我校高一下学期的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乐于表现。通过之前历史学习，学

生的历史理解能力有较大提高，但他们历史知识储备、抽象思维以及认知水平还比较欠缺，

需要老师的适时引导。初步具有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的经验和能力。

设计意图

1.有效进行信息技术与本课内容的整合。使网络和信息技术真正为课堂教学服务，不仅是课

堂师生展示交流的平台，更是学生获取学习资源的主要途径以及自我测评和反馈的工具。

2. 打造一节学生能够自主学习的课堂。采用情景设置、体验感受的学习模式，引导学生有

效参与，使学生在参与和体验中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生成感悟。

三维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理解新航路开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欧洲、对世界的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史料的搜集、

梳理与运用的能力。

2、掌握迪亚士、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概况，并学会制作地理大发现的路线图。

3、理解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课标中要求的历史名词的含义；学会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课前搜集资料，课中小组汇报、合作交流、课堂辩论，体验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历史知

识，再到理解历史的学习过程。

2、学会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学会搜集史料，梳理历史信息，从不同角度，全面辨证地分析

历史事件的历史学习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学会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评判，并进行多角度的看待。

2、通过对历史人物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的学习，初步树立健全的人格、坚强的意志，确

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新航路开辟的过程。

2、难点：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课前准备

1. 学生准备：预习课本知识，搜集史料，完成各小组任务。

2. 教师准备：预习学案，制作多媒体课件，设计各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时间安排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2分钟 [出示材料]

从 1500 年到 1763 年的近

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

个较为关键的时期… …

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

球性阶段到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

球通史》

[阅读材料]

思考问题

用材料和问题把学

生带入教学情景，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为讲授新课做

准备。



导入新课。

新航路开

辟背景

8分钟 [设置情景]假如我们生活

在 15 世纪的西班牙，作为

商人，你最需要什么？当

时面临着什么主要问题？

作为国王和宗教领袖，你

意欲何为？作为航海家，

你有什么抱负，当时的条

件支不支持你实现抱负？

展示各组发到邮箱的史

料。

[引导归纳]：及时对学生

发言加以评价并引导其对

背景归纳总结。

1. 学生按课前所

分的商人组、

国王组、教会

组和航海家

组，根据所找

资料分别汇报

关于新航路开

辟的可行性报

告。

2. 归纳总结背

景。

1、体现学生的课堂

主体地位。

2、培养学生搜集史

料，自主学习的能

力。

3、情景设置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避免

了老师讲解“新航路

开辟背景”的枯燥和

低效。

4.使学生准确掌握

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同时

学会怎样分析归纳

问题。

开辟新航

路经过

12 分钟 [组织学生活动]：组织四

个小组的代表分别以第一

人称介绍迪亚士、达伽玛、

哥伦布和麦哲伦四位航海

家开辟新航路的过程。并

对其进行鼓励性点评。同

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

[巩固练习]观察学生答

题，发现易错的问题，并

进行讲解。

1 . 按课前的分

工，四个小组各派

一位代表展示探

究成果（技术上

有 ppt 动态路

线图；图片；。形

式上有以航海家

身份介绍自己航

海家新航路的过

程。2 .感受航海

家不怕困难，勇往

直前的坚强意志。

3. 按学案要求

填写表格。

1 .让学生及时加

深对基础知识的理

解，从而巩固基础知

识。

2 .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

新航路开

辟影响

15 分钟 [组织辩论]

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辩论，

并提供相应史料。

[引导归纳]

引导学生得出规律性认

识。

利用和搜集史料

分组进行课堂辩

论，总结规律。

学习历史学科的认

知途径和思维方式

具有多样性、求异

性、灵活性的特点。

特别是在新课程的

背景之下更应鼓励

学生富有创见性的

思维。

拓展延伸

（课后作

业）

1分钟 问题探究：结合所学知识，

比较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

开辟在目的与性质、历史

影响方面的差异，分析明

清时期我国远洋航海事业

与西方相比从先进转为落

后的原因。

思考问题，完成作

业。并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送至

38382695@qq.com

1、拓展学生知识面。

2、培养学生对历史

的分析、评价和比较

的能力。



史料呈现

材料一：15 世纪西欧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货币，不仅是社会

财富的主要象征，而且也日益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标志。因此社会各阶层人士无

不醉心于寻求黄金和财富，…然而西欧贵金属产量本来就不高。…黄金白银大量外流，西欧

市场货币普遍短缺。——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哥伦布说：“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 《马可·波罗游记》

中说：“东方简直是一个黄金的世界，冒险家的乐园。”几个世纪以来亚洲一直是欧洲许多

贵重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尤其是香料……当时比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材料三：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航海先驱葡萄牙亨利王子的

动机……便是传播基督教于全世界。

材料四：14－17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人文主义提倡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

材料五：（海上探险）是为了像所有的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

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 ——迪亚士

材料六：基督教的理想是扩张的凝结剂，使各种各样世俗的要求罩上神圣的光环，不管是到

东方来的达伽马还是到西方去的哥伦布，都是把宗教目标与现实目标糅合在一起，无法区分。

课堂检测

1、开辟新航路的环球航行，先后经过的海洋是（ C ）

A.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 B.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C.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D.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2、人们在历史研究中，由于立场和观点的差异，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会有不同，如关于哥

伦布航行到达美洲这一事件：过去，欧洲人总以欧洲为中心来理解；美洲土著则立足自身看

问题；在当今全球史观的引导下，人们又有了新的认识。能正确反映上述说法的排列是：（D）

A.欧洲/发现，美洲/文明相遇，全球史观/侵犯

B.欧洲/文明相遇，美洲/发现，全球史观/侵犯



C.欧洲/侵犯，美洲/发现，全球史观/文明相遇

D.欧洲/发现，美洲/侵犯，全球史观/文明相遇

课后反思：

我认为历史是鲜活的，我所要展现给学生的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在教学方面，按部就班或是打

开课文从头到尾地读一遍都不是我所追求的，这只会让学生索然无味。我所追求的历史既有趣味性同时又

贴近考试，学与考两不误。虽然实践起来有难度，但我一直在努力探索中。

一、 追求最大的趣味性

为了适应现代教学手段，课件中的图文并茂相信哪位历史教师都可以做到，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精彩的图

片或是材料的丰富，更注重于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在《开辟新航路》中的一些小环节，例如：“感悟历

史”：假如我们生活在 15 世纪的西班牙，作为商人，你最需要什么？当时面临着什么主要问题？作为国

王和宗教领袖，你意欲何为？作为航海家，你有什么抱负，当时的条件支不支持你实现抱负？以情景氛围

让学生立身于当时的环境然后思考从而得出新航路开辟的第五个原因，也就是它的思想因素。课堂中穿插

的选择题是作为巩固知识点的，称为“步步为赢”，并且一定是每学完一个知识点就出相关的练习趁热打

铁，并让学生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学习是脚踏实地的，而且一堂课的知识点要学会当堂逐一消化，才能

在课后减轻学习负担。

在课件中我也喜欢采取地图动画，因为很直观，相信也可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空间位置感，让空洞

的内容顿时有趣起来。在《开辟新航路》这一课中我运用在了讲述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上。这样的方式

虽然早就开始使用，但还是有很多老师在教学时为了方便直接让学生看地图册而忽略了能达到较好教学效

果的手段。吸取前人注重积累才能让自己迅速成长起来。



二、 尽量贴近考试，甚至高考

在现在的教育模式下，一味提倡新课程教学，让学生从课堂中解放，成为学习的主人。但在现实条件下产

生了矛盾。曾经我也非常注重学生在课堂中的自主性，扩展很多课外知识避免枯燥，但高中生毕竟不是大

学生，课后的学习自主性并没有这么强，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高考。后来也证实不强调考试是

不行的，所以在往后的教学中我都尽力把学习历史的趣味性和考试点相结合。

不为了给学生看材料而展示材料，也不为了给学生看图片而展示图片。一段材料必须有它的作用所在，比

如从材料中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或意义。这相当于在平常的学习中锻炼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这相对

于出现于试卷中的材料题更具有吸引力。这个在《开辟新航路》的教学中已经得到运用。学生要适应高考

那就必须多接触关于高考的题型，比如我在这一课中所采取的环节是“高考联接”。这样的一个环节需要

历史教师熟悉今年内的高考题，并进行分类。

三、 存在的不足

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通病，那就是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知识都教给学生。我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一

节课的内容过多而影响教学进程。为了在一节课内完成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留给学生的

思考时间过少，这也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给我的建议。在教学中有时候课件的华丽也有可能导致学生注

意力被转移，这也是今后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