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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名称 
第 10 章 文件与文件路径操作 

计划

学时 
4 学时 

内容 

分析 

在 Python 程序中为避免出现各种各样以外的问题，Python 提供异常处理机

制，异常处理机制以处理或修复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提供诊断信息，帮助开

发人员尽快解决问题，恢复程序的正常运行。 

教学目

标及基

本要求 

1. 理解异常的概念 

2. 掌握捕获并处理异常的方式 

3. 掌握 raise 和 assert 语句 

4. 掌握自定义异常 

5. 掌握 with 语句的使用 

6. 了解上下文管理器 

教学 

重点 

1. try-except 语句 

2. 捕获异常信息 

3. else 子句 

4. finally 子句 

5. raise 语句 

6. assert 断言语句 

教学 

难点 

1. 异常的传递 

2. assert 断言语句 

3. 自定义异常 

4. 上下文管理器 

5. 自定义上下文管理器 

教学 

方式 
教学采用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使用教学 PPT讲解 



 

 

教 

学 

过 

程 

 

 

第一课时 

（错误和异常概述、try-except 语句、捕获异常信息、else 子句、finally

子句） 

一、创设情境，引出文什么是异常 

（1） 教师通过提出需求，引出什么是异常。  

（2） 明确学习目标 

 要求学生了解错误和异常概述 

 要求学生掌握 try-except 语句 

 要求学生掌握捕获异常信息 

 要求学生掌握 else 子句 

 要求学生掌握 finally 子句 

二、进行重点知识的讲解 

（1） 教师根据课件，讲述错误和异常的概述。 

Python 程序中最常见的错误为语法错误。语法错误又称为解析错误，它是指

开发人员编写了不符合 Python 语法格式的代码所引起的错误。含有语法错误的

程序会抛出异常，无法运行。 

（2） 教师根据课件，讲述 try-except 的使用方法。 

try-except 语句用于捕获程序运行时的异常，其语法格式为： 

try： 

    可能出错的代码 

except [错误类型]： 

    错误处理语句 

try-except 语句的执行过程为：1）先执行 try 子句，即 try 与 except 之间的代

码；2）若 try 子句中没有产生异常，忽略 except 子句代码；3）若 try 子句产生

异常，则忽略 try 子句的剩余代码，执行 except 子句代码。 

（3） 教师根据课件，讲述如何捕获异常信息。 

try-except 语句可以捕获单个异常、多个异常信息或全部异常，同时也支持

使用关键字 as 为异常类起别名。 

（4） 教师根据课件，讲述 try-except-else 语句的使用。 



 

 

try-except 语句可以与 else 子句联合使用，该子句放在 except 语句之后，表

示当 try 子句没有出现错误时应执行的代码。其格式为： 

try： 

    可能出错的语句 

except： 

   出错后执行的语句 

else： 

    未出错时的执行语句 

（5） 教师根据课件，讲述 finally 语句的使用。 

finally 子句与 try-except 语句连用时，无论 try-exept 是否捕获到异常，finally

子句后的代码都要执行，其语法格式为： 

try： 

    可能出错的语句 

except： 

    出错后执行语句 

finally： 

    无论是否出错都会执行的语句 

三、归纳总结，布置作业/随堂练习 

（1） 回顾上课前的学习目标，并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 

教师总结本节课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包括错误和异常的概述、try-except、捕

获异常信息、else 子句、finally 子句。 

（2） 布置随堂练习，检查学生掌握情况。 

根据博学谷和随堂练习资源，给学生布置随堂练习，检测学生的掌握程度，

并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 

（3） 使用博学谷系统下发课后作业。 

第二课时 

（raise 语句、异常的传递、assert 断言语句、自定义异常） 

一、回顾上节课的内容，继续讲解本课时的知识 

（1） 教师对学生们的疑问进行统一答疑。 

（2） 回顾总结上节课内容，继续介绍本课时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错误和异常概述、try-except 语句、捕获异常信息、else

子句、finally 子句，本节课将带领大家学习 raise 语句、异常的传递、assert 断言

语句、自定义异常。 

（3） 明确学习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 raise 语句 

 要求学生掌握异常的传递 

 要求学生掌握 assert 断言语句 

 要求学生了解自定义异常 

二、进行重点知识的讲解 

（1）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 raise 语句的使用。 

Python 程序中的异常不仅可以自动触发异常，而且还可以由开发人员使用关

键字 raise 抛出异常，其私用方法大致可分为 1）由异常类名引发异常；2）由异

常对象引发异常；3）由程序中出现的异常引发异常。 

（2）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异常的传递。 

如果程序中的异常没有被处理，默认情况下会将该异常传递给上一级，如果

上一级仍然没有处理，那么会继续向上传递，直至异常被处理或程序崩溃。 

（3）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 assert 断言语句的使用。 

assert 断言语句用于判定一个表达式是否为真，如果表达式为 True，不做任

何操作，否则引发 AssertionError 异常，其语法格式为:assert 表达式[,参数]，表

达式 assert 语句的判定对象，参数通常是一个自定义异常或用于显示异常描述信

息的字符串。 

（4）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自定义异常的使用。 

Python 中定义了大量的异常类，虽然这些异常类可以描述编程时出现的绝大

部分情况，但仍难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异常。Python 允许开发人员自定义异常。

自定义的异常类方法很简单，只需创建一个类，让它继承 Exception 类或其他异

常类即可。 

三、归纳总结，布置作业 

（1） 回顾学习目标，总结本节课所学知识包括 raise 语句、异常的传递、assert

断言语句。 

（2） 布置随堂练习，检查学生掌握情况。 



 

 

    根据博学谷和随堂练习资源，给学生布置随堂练习，检测学生的掌握程度，

并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  

（3） 使用博学谷系统下发课后作业。 

 

第三课时 

（with 语句、上下文管理器、自定义上下文管理、实例 1：身份证归

属地查询添加异常） 

一、回顾上节课内容，继续介绍本课时的内容 

（1） 教师对学生们的疑问进行统一答疑。 

（2） 教师通过提问学生问题，由上一课时引出本课时要讲解的内容。 

（3） 明确学习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 with 语句的使用 

 要求学生了解上下文管理 

 要求学生了解自如何自定义上下文管理器 

 要求学生了解实例 1：身份证归属地添加异常实现过程 

二、进行重点知识的讲解 

（1）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 with 语句的使用方法。 

with 语句适用于对资源进行访问的场合，无论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发生异

常，都可以使用 with 语句保证执行释放资源操作。with 语句语法格式为： 

with 上下文表达式 [as 资源对象]: 

    语句体 

with 语法中的上下文表达式返回一个上下文管理器对象，如果指定了 as 子

句，将上下文管理器对象的__enter__()方法的返回值赋值给资源对象。资源对象

可以是单个变量，也可以是元组。 

（2）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什么是上下文管理器。 

with 语句之所以能够自动关闭资源，是因为它使用了一种名为上下文管理的

技术管理资源，上下文管理协议包括了__enter__()和__exit__()方法，支持该协议

的对象均要实现这两个方法。 

（3）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自定义上下文管理器。 

教师根据教材资源实现自定义上下文管理，并为学生讲解实现过程。 



 

 

（4） 教师根据课件，讲解实例 1：身份证归属地查询添加异常。 

教师根据教材资源实现实例 1：身份证归属地添加异常实例，并为学生讲解

其实现过程。 

三、归纳总结，布置作业 

（1） 回顾学习目标，总结本节课所学知识包括 with 语句、上下文管理器、

自定义上下文管理、实例 1：身份证归属地添加异常。 

（2） 使用博学谷系统下发课后作业。 

 

第四课时 

（上机练习） 

上机练习主要针对本章中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以及在程序中容易出错的

内容进行练习，通过上机练习可以考察同学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对代码的熟练

程度。 

上机一：（练习教材示例代码以及实例 1：身份证归属地查询添加异常） 

形式：单独完成 

要求： 

(1)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教材中示例代码。 

(2) 要求学生能够自己实现实例 1：身份证归属地查询添加异常。 

 

思考题

和习题 

 

见教材第 10 章配套的习题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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