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2月（总第 191期） 

 1188 

教学实践 

《八国联军侵华》教学案例分析 
——《品德与社会》辽海版六年级上学期《觉醒与救国之<八国联军侵华>》部分 

◆张少岩 

（沈阳市雪松路小学  辽宁沈阳  110101） 

 
摘要：通过分组讨论，调动全体学生参与活动，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主学

习、合作交流能力与合作探究能力，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

性，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收集和整理资料，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的习惯，提高学生搜索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己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教师的适当点拨，充分体现教师是学生学习

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引路人；教师要依据课标，结合学情，对教材内容

进行选择、取舍、整合、拓展，从教学体系的高度把握教材，把握知识

间的内在联系，适当调整、补充教材内容，灵活地使用教材，创造性地

开展教学活动，进而实现教材的二次开发；教师要成为课程实施的执行

者和创造者，灵活地驾驭、开发、改造和超越教材，与时俱进，与生俱

进，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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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正文由《时局图》引出，恰到好处。通过解读《时局图》，

帮助学生进行分析，了解旧中国当时的悲惨命运，从而激发学生
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文中描述了腐朽的清政府在八国联
军侵华前利用中国民众的爱国抵抗斗争，达到对抗、牵制侵略者
的目的，而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立刻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绞杀
中国民众的爱国运动。通过对比，让学生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沦
陷为列强压榨中国人民的帮凶，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救
中国。文中还出示了 4 张图片，即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开进紫禁
城、在乾清宫、签订《辛丑条约》。通过这些图片，引起学生的
历史屈辱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本课在学习目标中指出，要大致了解列强大势瓜分中国的行
径，以及中国民众不甘做亡国奴，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的史
实。对比八国联军侵华前后清政府对外态度的转变，能够认识到
“要救中国，必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我将采取观看影音、多
媒体演示等方法，展现当时战争的场面，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清政
府的腐败无能，更多的了解爱国志士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事迹。同
时，指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资料，了解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
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危害，从而激发学生树立奋发图
强的爱国志向，为具有爱心、责任心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
础。懂得热爱祖国，珍视祖国历史，达到情感的升华。 

学情分析：  
我校六年级约有三百人左右，大部分学生对历史知识了解少

之甚少，更谈不上掌握一些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所以，课前指
导学生查找一些相关资料尤为重要。学生需要教师的引导，采用
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学习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八国联军侵华的史
实，同时，还要清楚了解清政府的无能与退让，认识到“要救中
国，必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学生对品社课还是比较喜欢的，
有一定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能很好地完成查找资料这项任
务。但是，还有个别学生的学习缺乏主动性，存在依赖性，需要
老师和家长的督促检查才能勉强完成一些学习任务。所以，要做
好与家长、班主任的沟通与联系，帮助学生完成好课前准备活动，
以便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指出：课程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
教学活动综合实现的。每节课的教学目标不必面面俱到，应简洁、
清晰、具体，注意针对性，尽可能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
求进行设计，避免大而空。教师的教学既要用好教材，又不能局
限于课堂传授，要根据实际条件，就地取材，创造性地发掘和利
用学校、媒体等已有的资源，通过学生熟悉的材料拉近学生与学

习对象的距离。 
针对这部分教材内容，我依据课标，结合学生实际进行了整

合与拓展，安排了三个活动。 
活动之一  
1、出示课件：观察《时局图》 
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民众是怎么做

的？清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学生回答： 
《时局图》为我们展现了中华大地被一群野兽瓜分着，他们

是侵略者的象征。 熊代表沙俄，虎代表英国，蛤蟆代表法国，
太阳代表日本，鹰代表美国。 

师点拨：图中极其生动形象地将列强各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及
租借地描述出来，通过这幅地图，我们能够对旧中国当时面临的
悲惨命运有所了解。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争夺势力范围、
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灾难空前严重，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民众
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列强为了达到目的威逼清
政府镇压民众运动，但没有成功。便于 1900 年八国组成联军向
北京进犯，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维护他们在华的殖民利益，于
是，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八国联军是由哪些国家的军队组成的？它们侵华的目的
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小组学习讨论 
学生汇报 
教师点拨： 
由于义和团势力的迅速发展，帝国主义担心他们的在华利益

受到损害，于 1900 年 6 月组成八国联军，绞杀中国的义和团反
帝爱国运动。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联军由首任
统帅西摩尔率领，从大沽到天津乘火车进犯北京，遭到义和团和
爱国清军的英勇抵抗，特别是廊坊阻击战，使外国军队狼狈逃回
天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沿运河向北京进犯，不久攻占北京。
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 

3、简介义和团 
提出如下学习提纲，依据查找的资料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1）、义和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早兴起在什么地方？

其斗争矛头是什么？ 
（2）后来义和团又提出了什么口号？其斗争矛头有什么变

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3）、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有什么不同？又说明了什

么？ 
学生回答后教师点拨：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中国人民

强烈的反抗，列强瓜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已处于亡
国灭种的关头。此时此刻，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起来进行救亡图
存，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发兴起的。他们多是贫穷的
农民、手工业者，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被清政府利用，
终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义和团的英勇抵抗，充分体现了中
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反抗外辱的斗争精神。 

评析： 
课文当中没有提到“义和团”,这是我结合本课学习内容，

为更好的完成学习目标而设定的。课前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
能够清楚的知道，中国民众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是及其的愤
慨，他们不甘做亡国奴，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做坚决的抵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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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其继承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
仆后继、反抗外侮的优良传统。本环节的设计，依据课标，灵活
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突显了我们的课堂是教师“用教材教”
而不是“教教材”的新课改理念。 

活动之二 
八国联军侵华  
学生借助查找的资料，分组研讨，完成如下问题： 
1、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国的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爱国

官兵进行了哪些英勇抵抗？ 
2、学生汇报 
3、配乐，感情讲述抵抗列强的英勇故事 
评析： 
以上环节的设计，是让学生们重点了解廊坊阻击战等激战场

面以及阎书勤、赵三多、张德成、聂世成等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
通过讲述义和团战士和清军部分爱国官兵团结战斗、视死如归、
共同杀敌的故事，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民众不甘做亡国奴，同
帝国主义侵略者做坚决抵抗的史实，感受和学习义和团、爱国清
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理解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和
不屈的民族精神，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要请兴趣浓厚的
同学生动讲述，并配有相应的音乐烘托气氛，创设身临其境的场
景，进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通过开展收集有关资料的学习活
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意识和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搜索、下载、整理信息及运用信息的能力 

4、播放视频：“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小组讨论： 
为什么八国联军要攻入北京，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你有哪

些感受？ 
学生回答：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清宫无

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群众惨遭杀戮，犯下了滔天罪行。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这是我们
的国耻，必须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等等。 

5、播放 PPT(包括书中四幅图)，影音录像，进一步了解八国
联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6、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有什么转变？为什
么会和侵略者勾结起来？中国民众又是怎么做的？ 

7、八国联军侵华的结果是什么？ 
学生回答 
教师点拨： 
1900 年 7 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沿运河向北京进犯，

并于 8 月中旬攻占北京，对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掠夺。此
时，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在流亡途中，发布了
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派李鸿章等人与列强求和。（李鸿章是
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
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
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
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就这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主义运动被中外反
动势力联合扼杀了。  

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变成列强刀俎上的鱼肉，达到任何国家
都可以欺凌的地步。由于清政府的不思进取、畏惧列强的腐朽思
想造成我们被动挨打。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 

评析： 
以上环节的设计，使学生清楚地知道，侵略军所到之处，杀

人放火，无恶不作。天津城三分之一被烧毁，在北京，八国联军
更是大肆抢掠，无数清宫文物珍宝被劫夺，大批民众惨遭杀害。
腐朽的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前利用中国民众的爱国抵抗斗争，
达到了对抗、牵制侵略者的目的，而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因惧怕
列强的威逼，立刻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绞杀中国民众的爱国运
动。而我国民众却不甘做亡国奴，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英勇战

斗。通过这样的对比，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沦落为
列强压榨中国人民的帮凶，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
为后面课文的学习作了铺垫。 

学生了解了八国联军的罪行与清政府的无能妥协，便激起了
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产生一定要将他们彻底赶出中国的愿望，
初步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同时，也懂得了只有推翻腐朽
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8、初步了解《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影响并说说自
己的感受。 

1）、对比《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的内容，结合史实进行
综合分析。 

2）、教师点拨： 
同清政府签订条约的国家，除了八个出兵国以外，还有比利

时、西班牙、荷兰，共 11 国。《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丧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帝国主义向清政府进
行的又一次穷凶极恶的敲诈勒索。《辛丑条约》虽保住了清政府
权位，却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
国主义的傀儡，完全沦为列强压榨中国人民的帮凶，成为帝国主
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
中国战争不断，内忧外患，巨额赔款使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中
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国库早已空虚，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后来的
几十年中跌入低谷，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
后。《辛丑条约》的签订，给当时的中国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重
的灾难。 

评析： 
本环节的设计，是通过采取对比、分析、教师点拨的方法，

让学生知道，《辛丑条约》在经济上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 4 亿
5 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
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使得中国更加
贫困，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在政治上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爱
国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政府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帮凶，
已经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军事上拆毁炮台、允许各国派兵
驻扎，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这样的规
定，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通过以上的分析，使学生更加清楚地看出清政府已经完全被帝国
主义控制，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激发学生强
烈的屈辱感和爱国情感。更加懂得，要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的
清政府。通过让学生对比、分析、谈感受，开发了他们的发散思
维。 

9、播放影片《中华国耻大事记》 
观后教师点拨： 
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联军所到

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
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
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评析： 
通过观看影片和教师点拨，揭露八国联军破坏和掠夺中国国

宝、践踏中华文明的罪行，使学生清楚地了解八国联军进犯中国
所犯下的罪行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
的道理。懂得“要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激发学生
对侵略者的憎恨，使学生勿忘国耻，牢记振兴中华为己任，初步
树立起民族自信心、责任感及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感。 

活动之三 
课堂延伸，情感升华 
教师引导讨论：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感想?受到什么启示？ 
学生分组讨论并汇报： 
1）、政府不能腐败，不能让屈辱的历史重演 
2）、若有来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决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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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 
3）、我们的国家只有具备了大量人才才能更富强。   
4）、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从小必须要好好学习，掌握更

多的本领，将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5）、我们应不忘国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6）、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经济发展，国防力量强大了，才不

会受外来势力的压迫，才能避免屈辱的历史重演。 
7）、加强军事力量，要研制出比核武器更有威力的武器……   
2、、如果你是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当时的局面你会怎么做？

请你对我们今天的国家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学生回答： 
如果我是当时的统治者，我会领导中国人民坚决抵抗列强，

誓死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绝不向侵略者低头，更不会签订那些
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会不为列强，带兵出征，千方百计抗敌…… 

我们的国家必须富强；腐败现象必须根除；要引进先进的科
学技术；还要大力发展军备力量；重用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要有创新精神；56 个民族要团结起来等等。 

评析： 
以上教学环节的设计，实际上是将教材内容进行了整合与补

充拓展。通过采取小组研讨 、教师点拨等方法，使学生永远牢
记国耻、国难，树立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知道自己是祖国的未
来，只有少年强国才强，必须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为祖国富
强的明天要努力学习。通过教师引导、追问、拓展，使学生情感
得到升华，进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教育效果。 

教学反思： 
一、案例的设计，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原则。课前在教师

的指导下让学生有针对性的进行预习，收集各种相关资料，使学
生对本课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于课堂教学的展开。课
堂上将网络、书籍等提供的大量史料、文字、图片、影音资料，
通过多媒体播放，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现给学生，使他们感受
到历史就在我身边，烘托了气氛，增强了趣味性，使学生乐学、
善学，同时，也增加了课堂容量，达到了多方位的向学生传授知
识，在感知知识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知识结构。通过分组讨论，
调动全体学生参与活动，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合作交流能
力与合作探究能力，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充分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收集和整理资料，培养学生主动学习
的习惯，提高学生搜索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己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反思启示、对比分析开发学生的
发散思维；通过配乐有感情的朗读，并配用多媒体的辅助教学，
进行情景创设，再现历史，让学生感知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
来；通过教师的适当点拨，充分体现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促进者和引路人。 

二、本案例的设计是在依据课标，把握教材的前提下，根据
学情进行了教材的“二次开发”。省级专家林家武老师曾说：“把
握理解好课标内容对教学备课的重要性，对理解教材内容的重要
性，没有对课标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预设好一堂好课，一堂好
课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好的一堂课一定不能偏离课标的要
求。”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实现课程目标、实现教学
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主要基础。因此，只有依
据课标，以教材为载体，课堂教学为阵地，才能开展创造性的教
学活动。例如，由于本课教学内容的叙述过于简单，为了更好的
完成教学目标，我进行了拓展补充。课前，指导学生，通过各种
途径查找义和团战士和清军部分爱国官兵团结战斗、共同杀敌的
史实材料，同时，教师制作相关 PPT、查找相关影音录像等，让
学生直观、生动地了解面对列强的疯狂掠夺，中国的民众不甘做
亡国奴，与侵略者顽强抵抗的英勇事迹，使学生感受和学习义和
团、爱国清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样，与清政府面对列强的
威胁逼迫，采取无能的妥协退让形成鲜明对比，使学生更加清楚
的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从而更好的完成教
学目标。再有，利用多媒体补充播放“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中

华国耻大事记”等内容，增加学生的历史耻辱感，激发学生对侵
略者的憎恨，初步树立起民族自信心、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感。
还有，在课程结束之前，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当
时的统治者，面对当时的局面你会怎么做？对我们今天的国家建
设你想提出哪些建议？”此问题一出，学生便迫不及待地展开热
烈讨论，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愿望，课堂气氛特别活跃，学生
情感得到升华，进而达到课程升成。由此可见，我们教师不能简
单的教教材，而是要依据课标，结合学情，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
取舍、整合、拓展。林家武老师说：“要从教学体系的高度把握
教材，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适当调整、补充教材内容，灵活
地使用教材，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材
的“二次开发”， 使我们的教学内容触及学生的心灵，提高课堂
的有效性，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师的教学必须依据课标，既
要用好教材，又不能局限于课堂传授，要根据实际条件，就地取
材，创造性地发掘和利用学校、媒体等已有的资源，通过学生熟
悉的材料拉近学生与学习对象的距离。在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中，
教师只有明确了课标、教材和教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把
握备课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落实“用教材教”的新课改理念，
也就是要把立足点放在学生身上，注重教学行为与学习行为的同
步和谐。 

三、教师不能只成为课程实施的执行者，应该成为课程的创
造者。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只能用为教课的依据，要教的好，
使学生受益，还要靠教师的善于运用。”在新课改的课堂上，我
们必须依据课标，把握教材，结合实际挖掘教材的内涵和教育价
值，灵活地驾驭教材，开发和改造教材，大胆地超越教材。只有
与时俱进，与生俱进，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前行，才能真正成为
教育教学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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