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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政体改革 

 

三维 

目标 

知识与能力：理解法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法国共和政体确立的艰巨性；掌握《法兰西

第三共和国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本知识。认识法国、德国法制化的基本脉

络。理解法国共和政体的特点和德意志帝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分

析资产阶级代议制在西方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重点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内容和《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内容的分析、掌握。 

教学 

思路 

本课是本单元最后一课，教师要注意将讲授新课和专题总结联系在一起，使学生

能够用在本课涉及到新的历史来论证与本专题相关的规律性认识：比如民主进程的复

杂性、曲折性、发展性的特点；不同历史背景是不同国家有不同政治制度选择的原因

等。 

教学 

方法 
情景教学法，材料分析教学法、探究学习法 

教学 

资源 
岳麓版历史必修一 第十课 

教学预设（1课时） 

课时 

环节 

教师活动 

(讲解、布置任务、设置

问题等等) 

预期学生的行为 

（7 要素：听、看、讲、

想、做动静结合） 

教师的行为 

(回应) 
设计意图 

一、课前 5

分钟 

小条测：1787 年宪法中按

照三权分立原则确立的

政府结构是什么？ 

学生回顾旧知识，作答 

巡视学生，观察学生

答题情况，及时解

答。 

通过回顾旧

知识，为新课

做铺垫。 

二、导入新

课 

复习提问式：美国的

政体是什么？欧洲大陆

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

国又是如何走上资本主

义道路的？他们各自采

取了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呢？ 

 

 

学生结合单元导言以及

已学的知识，回答问题。 

指出法国和德国走

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较美国要晚，正是美

国独立震撼了欧洲

大陆，激励资产阶级

向封建制度发起挑

战。 

导入法兰西

第三共和国

宪法的背景，

法国革命的

艰难历程。 

三、交待学

习目标 

知道法兰西第三共

和国宪法和《德意志帝国

宪法》的主要内容，比较

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

与法国共和制的异同。 

分析资产阶级代议

制在西方政治发展中的

作用。 

倾听（1分钟） 提出学习目标 

让学生明确

本节课的学

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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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授 

    新课 

一、法兰西议会制共和政

体的建立 

1.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 

问题：从 1789 年的法国

大革命到 1875 年以前，

法国一共经历了几种政

体？先后出现了哪几个

政权？ 

 

 

 

 

 

 

 

 

 

 

问题：法国政局的特点是

什么？ 

问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爆发的时间和原因是什

么？ 

时间：18世纪 

原因： 

①18 世纪时，法国是欧洲

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社

会矛盾尖锐。 

②封建贵族和教会为代

表的封建势力十分强大，

他们竭力维护君主专制

统治。 

③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

公开反对君主专制，抨击

宗教神权，号召人民争取

自由和民主。 

 

问题：为什么在国民议会

反对共和制的议员占多

数，最终确立的是共和

制？ 

 

 

 

 

学生阅读教材，以及教师

展示的 PPT，按时间顺序

找出历史大事件。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89—1804） 

→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4—1814）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1852） 

→ 法 兰 西 第 二 帝 国

（1852-1870）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正

式确立（1871—） 

 

学生思考、讨论： 

1.政权更替频繁，政局动

荡不安，帝制、共和制几

次反复； 

2.共和制确立之路充满

了曲折反复，呈波浪式前

进。 

 

 

 

 

 

 

 

学生讨论回答： 

一票的优势即说明共和

派与保皇派的斗争十分

激烈，也说明共和政体的

确立是法国历史的必然

趋势。 

 

 

 

 

 

 

 

 

 

 

 

教师展示 PPT，显示

法国大革命变化图 

 

 

 

 

 

 

 

 

 

 

 

教师展示 PPT，在学

生回答的基础上进

行总结。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

变化图以及历史纵

横中“一票共和”的

事件得出结论。 

 

 

 

 

 

 

 

 

 

 

 

 

 

 

 

梳理法国大

革命线索，为 

法兰西第三

共和国宪法

做铺垫 

 

 

 

 

 

 

 

 

 

培养学生历

史归纳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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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

法内容和作用 

情境创设：利用多媒体展

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

法关于总统和议会权利

划分的内容。 

问题： 

宪法规定法国实行何种

政体？总统有哪些权

利？议会有哪些权利？ 

 

 

 

 

 

 

 

 

 

 

 

 

 

 

 

问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宪法的作用是什么？ 

 

 

 

 

 

二、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

制 

过渡：当法国资产阶级共

和政体确立后，资本主义

迅速发展，作为其近邻的

德意志状况如何？ 

1.帝国宪法 

问题：同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确立了怎样的

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德

国君主立宪政体下行政

权归谁？立法权归谁？ 

 

学生看书或者讨论回答

问题。 

政体：共和政体 

总统权力：行政权归于总

统。总统是国家元首和

军队的最高统帅。由参

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

选出，任职 7 年，可连

选连任。有权任命部长

等高级官员，缔结条约，

实行大赦等，经参议院

同意有权任命内阁；经

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

议院。 

议会权力：立法权归于由 

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 

两院制议会。众议员任期

4 年，参议员间接选出，

任期 9 年。参议院有权否

决众议院的决议案。众议

院由普选产生。 

 

 

意义：（1)共和派掌握了

政权，共和政体最终确立  

（2）为法国资本主义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 

内容：①宪法确定帝国为

联邦制国家。中央帝国政

府控制各邦的军事等大

权，各邦只保留教育、卫

生、地方行政权力，也保

留了邦的君主政府和议

会。 

②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

政体（不彻底和不完善的

代议制） 

 

展示 PPT，给出宪法

的内容和作用 

 

 

 

 

 

 

 

 

 

 

 

 

 

 

 

 

 

 

 

 

 

 

 

 

 

 

 

 

 

指导学生结合教材

及资料回放的内容

学习 1871 年德意志

帝国宪法的内容。 

 

 

 

 

 

 

 

引导得出德国“君主

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归纳

历史问题的

能力。 

 

 

 

 

 

 

 

 

 

 

 

 

 

 

 

 

 

 

 

 

 

 

 

 

 

 

 

 

 

 

 

 

 

 

 

培养学生横

归纳历史知

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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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 

问题：德意志统一的背景

是什么？由哪个王国于

哪一年用哪种形式统

一？ 

  

出示幻灯片，用动态示意

图直观地展现德意志通

过王朝战争统一的过程。 

 

 

 

 

 

 

 

 

 

 

 

 

 

 

 

 

 

 

 

A、皇帝是国家元首和军

队统帅，有任免官吏，召

集和解散议会和决定对

外政策等权力。 

B、宰相主持内阁工作，

宰相由皇帝任命，只对皇

帝负责，在内阁中有绝对

权力。 

C、议会为立法机构，由

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组

成。帝国议会由成年男子

选举产生，作用很小，它

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联

邦议会和皇帝的批准才

能生效。（德意志议会粉

饰门面） 

 

 

 

 

 

 

 

 

 

 

原因和条件 

A 四分五裂的局面严重阻

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 

B 普鲁士经济发达，军事

力量强大 

C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 

（2）方式：王朝战争 

 

 

 

 

学生阅读教材思考问题，

小组讨论作答 

 

 

 

 

是实，立宪为虚”的

结论。 

 

 

 

 

 

 

 

 

 

 

 

 

用幻灯片展示分裂

时期德意志形势图，

人们曾发出这样的

感慨：“德意志你在

哪里？我找不到

你。” 

 

 

 

 

 

 

出示俾斯麦图片并

简要介绍其人。 

教师总结并指出德

国统一是帝国建立

的前提。 

 

 

 

 

 

 

 

 

 

 

 

 

 

 

 

 

 

 

 

 

 

 

 

 

 

 

 

 

 

 

 

 

 

 

 

 

 

 

 

从学生熟悉

的人入手，了

解德国统一

和建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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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意志德国宪法和法

国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对

比： 

问题：德意志君主立宪制

与法国共和政体异同点

是什么？ 

 

 

 

 

 

4.德意志君主立宪制的

特点： 

问题：为什么说德意志帝

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不

完善的和不彻底的代议

制？ 

 

 

 

 

5.1871 德意志帝国宪法

作用？ 

 

教师总结： 

评价： 

（1）普鲁士的专制

传统造成了改革的保守

和不彻底,普鲁士的军国

主义传统得以延续，这一

切阻碍了德国资产阶级

民主改革。 

（2）国家统一和君主立

宪政体的确立，使德国迈

入了发展资本主义里程，

这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

的迅速发展。到 19 世纪

末，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

界强国。 

 

 

 

学生阅读教材内容，从国

家元首，元首产生方式，

元首任期，元首实权，政

府首脑，政府产生方式，

国家权力中心，行政权，

立法机构等进行对比。 

 

 

 

 

学生回顾代议制含义和

特点，以及英国和法国代

议制作答。 

德意志本应代表民意的

议会特别是帝国议会作

用很小，实权掌握在君主

和宰相的手里，议会只起

到装点门面的作用。 

 

 

 

 

 

 

 

 

 

 

 

 

 

学生阅读教材最后一段，

归纳总结德意志帝国宪

法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所在。 

 

 

 

 

 

教师展示 PPT,说明

两者的不同之处。 

 

 

 

 

 

 

 

 

 

提示学生阅读“学思

之窗”，思考回答。 

给出 PPT：君主是

实，立宪是虚 

 

 

 

 

 

 

 

提示学生造成

德意志民主不彻底

的原因：德国的封建

势力相对强大一些，

由于长期的分裂使

德国资产阶级成长

缓慢，并且非常软

弱，而在统一战争

中，容克地主表现出

了强大的威力。 

    提示学生统一

对于德意志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 

 

 

培养学生对

比分析历史

知识的能力 

 

 

 

 

 

 

 

 

 

理解近代政

治体制中议

会的作用及

德意志议会

的权限。 

 

 

 

 

 

 

培养学生史

论结合，论从

史出，正确评

价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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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欧洲大陆的代议制是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过程的一大成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

人类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用图表的形式将英，美，法，德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做对比。 

评价（练习

与作业） 

课堂练习：选择题 

课后习题：练习册 

板书 

设计 

 

 

一、法兰西共和的艰难历程              二、德意志君主立宪制 

1． 艰难的法兰西共和之路              1.背景 

2． 确立的标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2.确立的标志《德意志帝国宪法》 

3． 宪法的内容                        3.宪法的内容 

   立法权、 行政权                       皇帝，宰相，议会 

参议院，众议员，内阁，总统         4. 影响 

4.影响                                  积极：确立君主立宪制， 

  共和政体确立                                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                          消极：专制色彩，保守不彻底 

 

 

 

 

 

 

自我反思 

主要 

特色 

与 

创新 

之处 

本节课在设计教案时，考虑到学生的认知能力，通过以旧知识带新知识的办法，通过

图片文字的情景创设和问题引导，使学生进入到历史情境中学习。这节课采用了很多

问题讨论的方式，通过设计一系列梯度问题，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为学生搭建学习的

认知结构。 

存在的

问题 

与不足 

 

这节课由于内容容量较大，涉及到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政体的演变背景，过程和宪法

的内容及其影响，因此在教学设计上重点应放在背景和宪法的内容分析上。但恰恰是 

宪法确立的过程是精彩之处，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我在教学中采用了的

问题讨论过多，可能兴趣培养方面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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