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设计 10 

单元标题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单元教学学时 2 

在整体设计中的位置   10/16 

教
学 
目
标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素质目标 

1. 能够掌握中国文化的

发展历史； 

2.认识中国文化发展的

趋势和规律，具备从文

化角度分析问题和批判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能

力； 

3.能够对中国文化和世

界文化进行比较，具备

全人类文化的眼光来看

待各种文化现象的能

力。 

1. 要求学生比较系统地

了解中华先民创造出的

历史悠久、成就灿烂的文

化，以补充学生知识链条

的缺失，使学生形成合理

的知识结构；2.正确理解

和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文明的渊源，提高自身

文化创新的信心和本领； 

3.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发

展的大势，领悟中国文化

主体精神。 

1. 激发对于祖国的荣誉

感和归属感； 

2.能够运用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

粕，以现代化为参照系，

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

行创造性的开发利用，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3.能够以本课程教学为

基础和依托，拓展知识

结构，弘扬人文精神与

科学精神。 

能
力
训
练
任
务 

了解感受中国文化中这方面的成就与不足； 

培养学生初步的科学精神（科学的实质是什么）； 

初步认识中西科技的不同，并正确看待这种不同，反对盲目自大与民族虚无

主义。 

教
学
资
源
和
案
例 

1.相关教材及网上辅助资料 

2.下载的视频资源 

3.结合当前生活的相关案例 



 

 

单元教学进度 
 

步骤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 

一、 

前课

回顾 

回顾上节课所讲述重点知识 复习、强调 思考、回忆 5 分钟 

二、 

课堂

导入 

通过“四大发明”引入全文对中国古

代科学技术的论述；  

结合现实例子

导入本节课程 

联想实际中

的相关案例 
5 分钟 

三、 

课程

讲解 

（1）首先讲解“四大发明”对当今生

活的影响，引出其他方面的古代璀璨

的科学技术 

讲授、对相关

知识点进行重

点讲解 

观看影视作

品 
15 分钟 

（2）从古代对于天文星象的研究到但

仅航天技术的引出，结合中国传统的

农历和阴历；  

讲授式：通过

系统的知识讲

解，给学生留

下深刻而清晰

的知识结构。 

听课、讨论 20 分钟 

（3）然后讲解我国古代数学成就，在

很长时间内领先世界几百年的算经和

算法；  

研讨式：围绕

一定的课题进

行探究式学习
思考讨论，达

到相互学习、

启迪智慧 

记录、思考 15 分钟 

（4）对相农业方面的研究，从南北朝

时期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到明清结合
西方的《农政全书》，讲述为什么在

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经济都是领先的；  

谈话式：通过

相 互 交 流 谈
话，达到释疑

解惑的目的。 

交谈交流、

互相研讨 
15 分钟 

四、 

问题

讨论 

1、传统节日的节日气氛逐年冷淡，甚

至一些西方的节日如情人节、圣诞节

都在中国流行起来，为了保护中华文

化的传承，重视传统节日是很有必要

的，谈谈你足够重视传统节日吗？ 

2、关于中国科技落后之我见？ 

提问并进行相

关提示 

讨论、思考

回答 
5 分钟 



 

 

五、 

课堂

小结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中国古代

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服务于生产

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中国古代科技著

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

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具有较强的经

验性。古代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倾向严

重，而这些技术又不具有开放性，没

有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 

了解学生掌握

情况，对重点

性的内容进行

复述 

有针对性的

记录 
5 分钟 

六、 

思考

及作

业 

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哪些伟大成

就？ 

2．简述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 

真对本节课的

讲述内容留下

相关课下作

业，下节课提

交或者提问 

记录并课下

完成 
5 分钟 

相关

内容

补充 

本课知识点一部分内容学生在以前也有学习、也较感兴趣，同时大多数知识点

主要是识记。因此本节课的教学主要是引导学生进行自学。 

通过互联网等各种媒介，广泛收集课外资料和组织文字、视频材料，制作幻灯

片；采用问题教学法，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教学

体会 

1.记录本课程的成功之处。 

2.记录课堂中学生的疑难问题和技能操作难点，以便日后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