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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科技成就》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本课选自岳麓版必修 3 第六单元《现代世界的科技与文化》，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发

生重大改变，新中国科技成就既是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更是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的要求下极速飞跃。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主要涉及国防、农业、计算机和航天技术等几

个领域，其间体现举国体制、科学规划、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同时也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的不懈奋斗与努力的结果。本课是落实历史学科教育功能的重要内容，学习本课，能够充分

激发学生家国使命，锻炼历史的理性思维。

【教学目标】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时空定位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防、农业、

医药、航天方面的科技成就，深化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认识到科技进步推

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通过对“两弹一星”科学家、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群体的精神和使命的分析，激

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学习现代科技的兴趣，涵养家国情怀。

3.通过对比研究，案例分析，认识西方科技创新的优势因素，为中国未来自主创新之路

建言献策，增强历史学科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重点难点】

重点：“两弹一星”、农业、医药、航天工程方面的科技成就及其影响力。

难点：科技成就迅速取得的原因；中国科技创新未来之路。

【学情分析】

高中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较强，具备了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还不够

系统，对于抽象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学生在初中历史中已经对“两弹一星”、

袁隆平杂交水稻等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缺乏对科技成就中的自主创新问题、科技发展经

验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理性认知。

【教法学法】

教法：在教学方法上，坚持用好教材，以讲授法、材料分析法、谈话法为主，用以理清

史实、分析史料、以问题探究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性。

学法：阅读分析史料、材料，注意论从史出；合作讨论、探究分享。

【课时安排】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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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一则人物介绍：“火箭少女”——周承钰

用嫦娥五号“周承钰”，年轻的“95 后”展开科技与青年人的积极联系，激发学习兴趣。

回顾中国科技历程，是自主奋斗的历史，让我们一起走进新中国的科技成就，探寻中国科技

进步的伟大历程。

（设计意图：从现实走进历史，关注时事，启发学生关注身边的历史。）

本课内容逻辑：

一、起飞：国家安全驱动科技自立

1.直面危机：从“两弹一星”起步

2.粮食安全：从“东方魔稻”到“海水稻”

3.生命安全：从“食野之蒿”到“青蒿素”

二、追赶：经济发展带动自主创新

1.神机超算：从“银河”到“神威”

2.飞天探月：从“神舟”到“嫦娥”

三、追问：中国科技创新走向何方

（设计意图：以时间顺序，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成就，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

成就，分别从国家安全驱动和经济发展角度探讨成就出现的原因。在科技成就展示过程中，

逐渐渗透科技发展的问题，为最后追问科技发展之路做铺垫。以家国情怀引导学生的价值观，

以科技成就与问题提升学生的分析史料、材料的能力，以科技之路引导学生对现阶段科技发

展的正确认识和历史解释，肩负起国家科技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习新课：

一、起飞：国家安全驱动科技自立

（设计思路：建国初期的科技成就主要从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命安全展开，通过分析研

读史料，认识到建国初中国迅速取得科技成就的原因，并从成就中理解科技自立过程当中需

要积累的经验和问题，如市场化推广、知识产权、产学研结合等，提升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

同时渗透发展中的一种忧患意识。）

1.直面危机：从“两弹一星”起步

问题 1：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一个新生的国家在初创时期科技发展面临的背景。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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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

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

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

没有这个东西。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认识：建国初工业基础薄弱、外交环境险峻，新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威胁、

孤立。新中国的科技起步，是在打破美苏的核垄断、核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战略决策，因此

国家安全驱动国防科技急速向前发展。

自主探究：请同学们结合教材，以时间为序梳理建国初期我们在国防科技上取得的成就。

表格梳理展示、感受成就：

探究：为什么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取得多项国防科技成就？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保卫国家安全、抵制帝国主义的武

力威胁与核讹诈、维护世界和平，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重要使命。1949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 国家制定了首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 年科学发展

愿景规划》，将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精尖端科技放在了首要位置。

——宁薛平《新中国怎样一步步“向科学进军”》

材料二：1962 年，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中央专委一次例行会议上布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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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化学工厂，需要钢材 5万吨，不锈钢材 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新技术材料 240 项，

其中冶金部 200 项，化工部 8项，建工部 19 项，轻工部 11 项；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

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

——黄庆桥《科技成就中国》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

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

墀、周光召、钱学森等。

归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防安全的需要；举国体制，集中一切力量助力国防建设；

科学家的严谨钻研、无私奉献精神；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等……

2.粮食安全：从“东方魔稻”到“海水稻”

问题：结合两组材料，当时中国国内急需解决是什么问题？谁来帮我们解决？

材料：

周恩来同志,在庐山会议（1959 年）期间,他心里一直很沉重,他知道眼下全国性的粮荒

正在可怕地蔓延,广西、安徽、河南、云南、甘肃等省区已经流行浮肿病,个别地方甚至饿死

了人，更令他焦灼的是,全国大城市也缺粮严重……

——《中国 1959-1961 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

归纳：袁隆平从改进水稻种植技术出发，依靠科技进步，突破原有遗传理论，提升粮食

产量，解决吃饱饭问题。袁隆平团队整整花了 6 年时间，先后用 1000 多个品种，做了 3000

多个杂交组合，1973 年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杂交品种“南优 2 号”，亩产达 1500 斤。

杂交水稻技术不仅解决了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帮助了世界粮食短缺问题。袁老也是第

一个获得我国国家技术进步奖的首位科学家之一，他也被世界授予“世界粮食奖”。

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号”，双季稻亩产 1500 公斤。这将会带来更多的粮食增产增收，

提升经济效益。

3.生命安全：从“食野之蒿”到“青蒿素”

2015 年 10 月 5 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的青蒿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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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这项传染病中发挥的作用。

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疟疾通过携带寄生虫的蚊子传播，这些寄生虫侵入人体红细胞，

引起发热，严重的情况能导致脑损伤和死亡。全世界面临疟疾感染风险的人口超过 34 亿，而

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超过 450 万，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

阿维菌素和青蒿素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寄生虫疾病的疗法。全世界每年感染疟疾的病人接

近 2 亿。目前青蒿素已被广泛用于所有疟疾肆虐的地区。当青蒿素被用于综合疗法时，它能

够降低疟疾的总死亡率 20%，降低儿童疟疾死亡率 30%。仅在非洲，这就意味着每年超过 10

万人因此得救。

材料关注：关于青蒿素的清醒认识

问题：青蒿素的研究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借助了中医药的知识和古籍的记载，但它的方法论层面所凭借的却

是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青蒿素的获奖应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

——《科技成就中国》

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是世界医学界在抗疟方面的一件大事，我国对这一发现的意义认

识存不足。在当时条件下，大家都缺乏知识产权的观念和知识。一旦得到了成果，都急于发

表和向外介绍，忘记申请专利这回事，从而糊里糊涂失去宝贵的知识产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沈家祥

青蒿素的反思：1.青蒿素的研制不是为了得奖。2.青蒿素的发现中西医结合的典范。3.

屠呦呦本人是中国本土培养的人才。4.市场化过程的失利。

总结：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科技在恶劣的国际环境和薄弱的内部基础中逐步起飞，国防

军事安全、粮食安全、生命安全构筑起科技进步的国家安全感。

二、追赶：经济发展带动自主创新

（设计意图：从计算机技术、航天工程发展梳理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成就情况，中国科技在追

赶中获得进步，这是思想解放、学术民主、国家投入、自主创新多方合力的结果，科技推动

社会进步，科技提升综合国力。）

60-70 年代受文革影响，一些科技的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但是很快在 70 年代末

迎来了科技发展的春天。

材料：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打开了

解放思想的先河，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方针，从而带来了中国科技的全面复苏。

创造性和科学民主密切不可分割……哪里缺乏科学和民主，哪里愚昧和独断的东西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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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一个科学部门，究竟是不是多出优秀人才，关键在于鼓励创造性，摒弃墨守成规。

如何鼓励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呢？那就要发扬学术民主，活跃自由讨论的空气，提倡学术上

的“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钱三强《解放思想，发扬创新精神》（1979 年）

问题：科技创新还需要什么因素？

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解放、学术民主等因素都会促进科技发展，并能持续带动经济社

会的发展。

1.神机超算：从“银河”到“神威”

问题：为什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教材）

我国巨型计算机技术取得哪些成就？

原因：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到来，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多学科领域的一种辅助的、基础

性的技术，它能解决人类在宇宙航空、卫星遥感、激光武器、海洋工程以及空气动力学……

许多难题。

成就梳理：

巨型计算机：1983 银河Ⅰ型 1亿次/秒

1997 年银河Ⅲ型 130 亿次/秒

2016 年神威太湖之光 9.3 亿亿次/秒

值得关注：（1）富岳是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和制造商富士通共同推进开发的超级计算机。

（产学研结合）（2）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开展最尖端的自然科学研究，通过不同学科的战略性

综合开发拓展新的前沿研究领域。（研究所关注学科交叉综合开发）

2.飞天探月：从“神舟”到“嫦娥”

伴随经济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航天工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展示材料：

神舟系列飞船的成长史，不仅是航天科技的进步，更是中国人奔向科技强国目标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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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科技进步是根本支撑。而每一次飞天过程，其背后都是无数航天

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是航天精神，更是中国脊梁。

嫦娥五号：在奔月科技的研发中，嫦娥系列焕发出勃勃生机，嫦娥五号更成为高频热词。

还有天宫一号、二号的中国空间站实验室、墨子号卫星等。

三、追问：中国科技创新走向何方

（设计思路：科技发展方向问题的探讨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华为案例”充分理解在科技发

展中“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突破“卡脖子”的关键领域；二是引

导出一种忧患意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度思考，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这一部分问题

设计为开放性，使学生能够积极思考，畅所欲言，并针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延展思考，锻炼

思维能力。）

科技进步始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拓展视野，促进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现状

是：全球创新指数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于 2007 年创立的年

度排名，衡量全球 120 多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表现，根据 80 项指标排名，包括知识产权申请

率、移动应用开发、教育支出、科技出版物等。2021 年，排名前三的为韩国、新加坡、瑞士，

中国排名第 16 位。而美国在高科技集中度上位列第一。

问题：结合 P117 解析与探究及材料，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2020 全球研发投入最多企业 TOP50 统计

2020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麻省理工学院第 8年蝉联第一，斯坦福、哈佛随后。中国清华、

北大，分别排名全球大学第 16 位、第 22 位。前 22 位中，美国的大学一共 11 所。

——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

归纳：研发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国家规划计划；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探究：结合华为案例，中国科技创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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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案例：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列入管制“实

体名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

2019 年 5 月 20 日，谷歌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合作。其后，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博通

等芯片设计商和供应商也开始停止向华为供货。

“华为之困”

1.芯片的“出世 ”要历经设计、制造、封装三个环节。“卡脖子”的环节主要在于制造。

以华为麒麟 9000 芯片为例，因其只布局了设计，没有涉足制造。

2.目前最先进的光刻机是由荷兰 ASML 公司所生产的 5纳米工艺制程的极紫外（EUV）光

刻机，1台售价超过 1亿美元。而目前国产光刻机工艺水平为 90 纳米。

3.国内集成电路加工所需硅片基本依赖进口。芯片设计的自动化软件 EDA 由两家美国公

司与德国西门子的一家子公司掌控。

“造芯热引发烂尾潮”

近期号称融资千亿、请来业界大牛蒋尚义坐镇的武汉弘芯吸引不少关注的目光，原因竟

是他们的芯片项目即将烂尾。就连他们能生产 7纳米芯片的设备 ASML 光刻机，也抵押给了银

行。

除了武汉弘芯，南京德科码、成都格芯、陕西坤同、贵州华芯通也相继停工或倒闭。短

短一年多的时间，我国江苏、四川、湖北、贵州、河北、陕西等省出现半导体制造项目烂尾

问题，巨额投资打了水漂，其中一些项目规划投资规模达百亿、甚至千亿。

启示：中国科技创新之路（开放式问题，学生回答）

提示：政府支持、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社会环境……

课堂小结：

我们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不可。……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只有把核

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习近平

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更要把卡脖子的核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站在新时代的节点上，我们坚信：“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

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纪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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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布置：

思考题：通过查阅资料，选取你所感兴趣的我国近年来科技成就，从新颖的角度或多元化的

角度谈谈你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和理解，写一篇小论文。

（要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不少于 300 字）

【板书设计】

第 27 课 新中国的科技成就

一、起飞：“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

二、追赶：计算机技术、航天工程

三、追问：科技创新之路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