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与和平的那些事儿” 

——部编版七年级下册第 15课《明朝的对外关系》 

 

一、课标要求 

了解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知道戚继光的抗倭斗争。 

 

二、教材分析 

（一）教材地位： 

本课是部编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的第 15 课，编排在第三单元“明清时期：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中。本课上承《明朝的统治》，下接《明朝的科技、建筑与文

学》，三者共同描绘了明朝统治下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 

（二）教材内容： 

本课共分为两个子目，分别是“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讲述了明朝前期与

其他国家和平友好往来的航海壮举以及明朝中期为应对外来倭寇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

因此本课的内容整合聚焦在“和平”二字，前者是传播和平，后者为保卫和平，以“和

平”来说明明朝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三、学情分析 

（一）授课对象：广州市南沙区榄核中学七年一班学生 

（二）优势与不足： 

知识储备：该班学生知识面较广，对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有一定的了解，但对

明朝的对外关系认识并不充分，对郑和下西洋以及戚继光抗倭的背景、过程、意义等尚

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学习能力：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历史学习，该班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史料阅读能力，

能够通过阅读简单的史料了解历史史实。但本课内容故事性较强，还需要在教师的引导

下借助相关历史图文资料，培养学生的历史感。 

情感态度：该班学生对和平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但对明朝的对外关系中体现的和

平理念理解还不够深入，尚未学会将古代历史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还需借助教师的引

导，整合教材内容，立足现实，知道中国维护与外国友好关系的和平举措。 

 



四、教学目标 

（一）核心目标： 

知道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的基本史实；理解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戚继光抗倭的

反侵略斗争性质；认识维护和平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永恒主题。 

（二）三维目标： 

1.知识与能力：知道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的基本史实；理解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和戚继光抗倭的反侵略斗争性质；提高史料阅读能力，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进行历史

解释的重要性，达到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第一层水平。 

2.过程与方法：阅读相关文字材料，结合漫画图片，获取有效信息，培养论从史出

的能力；利用视频材料和情景创设，还原历史现场，渗透时空观念，理解历史事件发生

的背景和过程；通过小组讨论、合作探究，逐步养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学会与教师、同

学共同对历史问题进行探究与学习。 

3.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郑和与戚继光的个人魅力，体会他们的爱国精神；由历史

联系现实，知道中国维护与外国友好关系的和平举措，充分认识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形

成从身边小事践行和平的理念，培育家国情怀。 

 

五、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郑和下西洋的基本史实，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依据】结合教材内容、课程标准设定。教材详细的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史实，并

且增加了相关史事丰富历史细节，使学生能够在掌握基本的历史史实基础上，理解郑和

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和历史意义。 

难点：理解戚继光抗倭的反侵略斗争性质，认识维护和平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永恒主

题。 

【依据】结合教材内容、学情分析设定。教材中对于倭患的介绍仅用一句话带过，学生

难以深入理解倭寇的侵略暴行，无法对戚继光抗倭的斗争性质形成正确的评价。同时，

学生难以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因此教师带领学生回归现实，使学生在掌握历史史实

的基础上了解中国维护和平的举措，认识维护和平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永恒主题。 

 

六、教学策略 

教法：讲授法、情景创设法、史料教学法 

学法：合作探究法、自主归纳法 

 



七、教学过程 

 
本课共用时 40分钟，以“和平”为线索贯穿全课，从和平的传播、和平的保卫到和

平的守护，梳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目的、条件、意义以及戚继光抗倭取得胜利的原因，

以“和平”二字来总结明朝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最后，立足现实，联系当前疫情，说

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并从国家主体过渡到学生主体，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践行和平的理念。  

 

（一）导入:请你猜对联（3min） 

【教师引导】 

 

同学们，在今天正式开始上课之前，老师想和大家玩个猜对联的小游戏。“家和万事

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所见的一句话，现在请大家以“家和万事兴”为上联，对

出下联。现在，给同学们一分半的时间讨论，等一下我们看看哪位同学对的好。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为“家和万事兴”对下联。 

【教师引导】 

我看很多同学都知道“家”对应的是“国”，只有家庭和睦才能够事事兴旺，那其实

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只有国家和平咱们老百姓才能够享受安宁的生活，因此，老

师对的下联便是“国和百姓宁”。一个国家，只有把和平放在首位，才能够保证国泰民



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明朝是如何维护国家和平的吧。 

【设计意图】 

以对联的形式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思维；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家和”过渡到“国和”，揭示本课“和”的主题。 

 

（二）和平的传播者——郑和（22min） 

1.人物卡片（2min） 

【教师引导】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位人物就是郑和。接下来老师想请一位同学根据你对郑和的

了解并结合老师所展示的名片为我们介绍一下郑和。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联系自己的课外知识并结合人物卡片，介绍郑和。 

【教师引导】 

根据刚刚同学的介绍，我们已经对郑和有了基本的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

到课本上的人物扫描中提到，明宣宗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那老师就有一个疑惑了，

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三宝太监”呢？这个“三宝”有什么含义呢？有哪位同学能够解答

老师的疑惑吗？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联系课外知识，讨论他被称作“三宝太监”的含义。 

【教师引导】 

其实郑和之所以被称为“三宝太监”，是因为郑和在明成祖朱棣的太师和尚引导下

成为了佛门弟子，而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所以人们也就尊称郑和为“三宝太监”

了，意思就是“信奉佛教的太监”。 

但是老师认为，郑和除了被称为“三宝太监”外，他还有很重要的“三宝”，也就是



三个法宝，这三个法宝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

看看郑和的“三宝”都是什么吧。 

【设计意图】 

    学生根据名片上的框架组织语言介绍郑和，锻炼表达能力； 

    充分利用课本小字内容，发挥教材作用，让学生对郑和的生平有整体的把握；同

时让学生思考讨论郑和被称为“三宝太监”的含义，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储备； 

以郑和被称为“三宝太监”的原因引出郑和的三个“法宝”，激发学生继续探索学

习的好奇心。 

 

2.郑和三宝（12min） 

法宝一：成祖支持国力强（3min） 

【教师引导】 

郑和之所以能够成功七下西洋，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统治者的支持，那么

当时明朝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明成祖又为何会支持郑和下西洋呢？他有什么

目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郑和的第一个法宝“成祖支持国力强”。 

请同学们讨论分析两则材料，思考两个问题。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讨论分析材料，回答问题。 

参考答案：1.明成祖想要展示中国的强大，同时换取海外的奇珍；2.当时国家富庶，

国力强盛。 

 

法宝二：郑和雄才胆识高（3min） 

【教师引导】 

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明成祖为了“炫富”就派了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那么明成

祖为什么是派郑和而不是别人呢？郑和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看郑和能够成功下西洋的第二个法宝。 

同学们请看，这是郑和的人物图像，大家可以从这张图片中看出郑和的哪些性格呢？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讨论分析郑和图像，从外表中了解郑和的人物性格。 

参考答案：身材魁梧、威风凛凛、坚定刚毅…… 

【教师引导】 

同学们都已经从这张图像中看出郑和的一些个人魅力了。但是仅仅有外表上的威风、

刚毅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吧？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在教师的翻译引导下讨论分析材料，了解郑和的个人品质。 

参考答案：郑和知识渊博、有地理知识、善于打仗、有勇有谋、深受明成祖信任。 

 

法宝三：高超设备护远航（6min） 

【教师引导】 

同学们，我们在预习的时候已经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用时 28 年，这么长时间的海

上航行肯定会遇到很多危险，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如果你是郑

和，你在航海途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 

参考答案：生病、迷失方向、海盗、到达目的地后语言不通…… 

【教师引导】 

同学们讨论的问题都非常的实际，那么老师也将同学们刚刚讨论的结果进行了整理。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相关史事的内容，帮助郑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可能遇到的问题 材料 结论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阅读课本，找出关键信息，解决郑和在航海过程中所遇到的困

难。 

【设计意图】 

以郑和“三宝”串联起郑和下西洋的背景、目的、条件，创新旧有教学框架，避

免学生机械学习； 

引用原始材料，并对材料进行翻译，符合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培养学生论从史出

的意识；  

利用情景创设法，将学生置于历史环境中，神入历史，身临其境，理解郑和在航



海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充分使用教材，发挥教材“相关史事”对历史细节的补充作用，使学生全面理解

教材； 

使用漫画图片作为文字材料的补充，丰富材料形式，直观感受郑和下西洋的高超

设备。 

 

3.七下西洋（5min） 

【教师引导】 

郑和在明朝强大的国力背景和明成祖的大力支持下，靠着他的个人才能以及先进的

航海设备顺利的登上了七下西洋之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壮阔的西

洋之旅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s41137n6/?spm_id_from=333.788.b_7265636f5f6c69737

4.8 该视频时长两分半，由历史场景和文字字幕构成，展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条件，豪迈的背

景音乐将人带入历史情境中，感受郑和下西洋的壮阔景象。） 

【教师引导】 

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目的和条件，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结合

课本和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图，举手抢答老师课件上的填空内容。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观看视频，感受壮阔的西洋之旅；阅读课本，回答表格中的内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s41137n6/?spm_id_from=333.788.b_7265636f5f6c697374.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s41137n6/?spm_id_from=333.788.b_7265636f5f6c697374.8


【设计意图】 

播放视频，缓解学生的疲倦，以郑和下西洋的壮阔景象重新激发学生继续探索学

习的热情；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和阅读书本，梳理学习框架，培养自主总结的能力，了解郑和

下西洋的基本史实，实现本课第一个重点。 

 

4.促成和平（3min） 

【教师引导】 

    经过刚刚的学习，我们已经对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有了清晰的了解。那么郑和靠着他

的三个“法宝”成功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呢？他又是怎么传播和

平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讨论分析材料，理解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参考答案：1.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2.开创了西太

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亚非海上交通网。 

【设计意图】 

学生讨论分析材料，培养合作探究意识； 

材料涉及文字、图片、邮票，从多方面展示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实现本课第二个



重点。 

 

（三）和平的保卫者——戚继光（10min） 

1.小剧场，大历史（6min） 

【教师引导】 

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可是 100 多年以后，明朝

的沿海地区又出现了动荡，为了保卫沿海地区的和平，一位民族英雄就此诞生了，那就

是——戚继光。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位民族英雄又是如何保卫沿海地区的和平呢？现

在老师邀请两名同学，一位同学来扮演小记者，另一位同学来扮演戚继光。其他同学思

考戚继光为何会取得胜利。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朗读对话。 

 

 

 



 

 

 

 

 

 

2.反侵略，迎胜利（4min） 



【教师引导】 

结合采访对话分析戚继光抗倭为何会取得胜利呢？ 

【学生行为预测】 

学生结合对话内容，回答问题。 

参考答案：1.戚继光指挥有方；2.戚家军训练有素；3.军民共同抗倭。 

【教师引导】 

在戚继光的带领下，戚家军奋勇抗倭，军民一心。但是戚继光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

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可以从一则材料中直观的

了解一下倭寇的罪行。 

 

这些倭寇在所到之处，抢劫男丁女妇、掠夺金银财物、烧毁乡里房屋、挖坟索资赎

尸，给我国沿海的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我们所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

会缺席，正义必将打败邪恶，赢得胜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抗倭是一场反抗外

来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戚继光带领的戚家军在与倭寇奋勇抵抗中，守

卫了我国沿海地区的和平。 

【设计意图】 

利用情景创设法，选取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之后的历史场景，以采访对话的形

式呈现，使学生了解戚继光的个人才能和戚家军独特的作战方式； 

教师讲解倭寇暴行，使学生理解战争性质，理解戚继光抗倭胜利的原因，突破本

课第一个难点。 

 

（四）和平的守护者——你我（3min） 

【教师总结】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友好和平的关系，戚继光抗倭守卫了沿海地

区的和平。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以其庞大的胸怀向全世界展示着大国担当。在

疫情爆发的今天，中国不仅以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使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及

时的控制，还选派专家组赴意大利进行指导，援助塞尔维亚等国家，中国始终将友好和

平放在第一位，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图片来自网络 

回到我们在课程开始时的那个对联，“家和万事兴，国和百姓宁”，中国无论在古代

还是在现代，都始终践行着维护和平的任务，也许在座的各位同学现在还无法为维护国

家的和平出力，但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维系友好的同学关系，维系和睦

的家庭氛围。只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从自身做起，那么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家

庭、我们的祖国也定能和谐、和睦、和平。 

【设计意图】 

教师总结，联系现实热点，贴近学生生活，说明中国始终将和平放在外交关系的

首位，突破本课第二个难点； 

回归导入内容，再次说明本课主题，使课堂结构完整； 

引导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维护生活中的和平，培育家国情怀，达成核心目标。 

 

（五）课后作业（2min） 

【教师引导】 

本课的学习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请同学们齐声朗读课件上的知识卡

片，总结本课知识。 

 



【教师引导】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和戚继光抗倭的英勇事迹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事件，因此

很多地区都建立了有关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的博物馆。请同学们从以下的任务中选

取其中一个任务，完成课后作业。 

1.假如你正在参观 “郑和下西洋”的纪念馆，参观结束后，有一个留言本，你会在

留言本上写些什么呢？  

2.假如你正在参观 “戚继光抗倭”的纪念馆，参观结束后，有一个留言本，你会在

留言本上写些什么呢？  

【设计意图】 

将本课内容整合为一张知识卡片，便于学生记忆； 

让学生以参观留言的方式形成对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的历史评价，检验学生

的学习效果，丰富教学评价的方式。 

 

八、板书设计 

 
 

九、教学亮点 

1.线索清晰：围绕“和平”二字展开，从传播和平、保卫和平到守护和平，让学

生理解明朝和当今的中国是如何维护和平的。 

2.活用材料：引用历史文献，并对其难以理解的部分进行翻译，使材料内容符合

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充分发挥教材“相关史事”的补充内容，利用教材补充历史细

节；使用图片、视频等图像材料，吸引学生兴趣。 

3.问题中心：通过不断的提出问题，串联本课所学内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4.框架新颖：打破讲授背景、原因、意义的传统框架，将教材内容进行重新整



合，避免学生形成机械记忆。 

5.层层递进：从认知层面到情感层面递进，由浅入深。 

6.立足现实：联系当前的疫情情况，立足现实，贴近学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