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河流第三课时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河流第三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的难点是我国内外流河的水文特。河流的水文特征涉
及到流量，含沙量，冰期，汛期等多个方面，由于河湖的分
布、河流的走向、水文特征等是在地形和气候要素的综合影
响下形成的，本身就是很复杂的问题。因此，除要充分利用
本节的各种地图外，还要引导学生运用前面刚学过的地形与
气候的相关地图等分析得出这些现象和特征的'成因，所以我
辩证地从外流河的相同与不同水文特征两方面，采用了图表
归纳法，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合作探究等方式对具有普
遍性的规律进行了总结，使凌乱的教材内容变得条理清晰、
重点突出，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
系，逐渐掌握学习地理的方法，而且由于学生直接参与了对
规律的总结归纳，并由特殊到一般，相当于进行了迁移深化，
提高了学生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然后我又设计了“猜猜看”活动，通过学生之间的三重合作，
充分运用本节所学知识描述和猜测河流名称，使学生在活动
中巩固了新知，获得了愉悦的情绪情感体验。

河流第三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我们明白了外流河（湖）、外流区、
内流河（湖）、内流区的概念、内（外）流区的分界、位置
和主要的内（外）流河，了解了我国外流河的共同水文特征，
分析了季风气候对外流河水文特征的影响。同时也懂得了由
于我国季风气候面积广大，各地区气候、地形、植被等自然



条件不同，因而河流的水文特征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本节课开头运用黄河图片和《黄河颂》导入，激发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学生自始至终都是学习的参与者，分析黄河“地
上河”的成因，及治理措施，同学们踊跃发言。

自主、合作、探究。动画演示“地上河”成因，培养了学生
的观察能力。联系我们潍坊张面河等的生活实际，不仅使学
生学得轻松愉快，而且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获得生活中有
用的地理知识，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的能力。各河段特征配上图片录象更直观，黄河是世界上
含沙量最大的河流，运用“一碗水，半碗泥”，“跳进黄河
洗不请”等俗语，利于学生理解，也有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

提出黄河还存在哪些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分析
问题更全面、更主动一些。

河流第三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利用视频资料引入世界主要大河《亚马孙河》、《尼罗河》，
同学们学得很投入，接受得很快。老师在课即将结束的时候，
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些课题，例如课后查找有关“尼罗
河”“恒河”的资料，并分析“为什么说河流孕育了人类文
明？”分小组进行合作完成。通过课题“黄河”“黄浦江”
的介绍讨论得出河流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的便利所以
会孕育了文明。学生认识到河流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河流的分类教学中通过师生对话读图了解了内流河、外流河
分类原因后。对其他的河流的分类采取了先展示分类结果后
由学生解释分类原因的教学方法。这样设置可以培养学生的
分析类比思维能力。学生不仅仅获得是知识还有思维方法的
训练。

总之，一节课仅仅有了一个好的设计只是为课堂的顺利进行
提供了一个前提。教师的教学机智、教学风格、教学经验、



教学观念将成为一节课成败的关键。在河流一节的实际上课
过程中深感在对学生回答问题的处理上不够果断，对于学生
的问题应该及时指出。由于担心冷场所以没有对一些问题及
时提出给与指正。希望能在今后的教学中能予以改正。

河流第三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是中国的河流第一课时，教学目的是通过学习和读图，
使学生了解我国的河流和湖泊的大致情况，记住我国主要河
流和湖泊的名称和位置，并根据图表综合分析河流的水文特
征。

首先通过欣赏我国主要河流的优美风景图片导入新课，使学
生不同的河流有感性的认识，为后面学习不同河流的水文特
征做好铺垫。展示我们当地的河流的图片，使学生能联系实
际，从而更好地理解河流水文特征形成的原因。

在学习“内流区与外流区”这部分内容时，我主要从读图练
习入手，通过查找主要河流各自注入的海洋，让学生得出内
流河、内流区、外流河、外流区的概念。然后让学生填图、
记图，以达到当堂巩固的目的。引导学生通过读图，比较内、
外流区的分界线与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使学生认识
到外流河的水文特征深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本节的重难点是内外流区的水文特征，河流的水文特征涉及
水量、水位、含沙量、有无结冰期等多个方面，这些特征的
形成是受气温、降水、植被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首先引
导学生弄清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表格归纳的形式，
让学生合作探究外流河水文特征的共同点和差异，这样使这
部分知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起知识间
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逐渐掌握地理学习的基本方法。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同学的知识面狭
窄，



对于对比学习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会充
分的做足功课，充分的让学生在课堂中掌握课标要求的知识。

河流第三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内容简单，主要是内外流区的分界线和内外流区的河
流与湖泊的特征，长江与黄河的一些知识点，这些学生自己
都可以看懂，故而这些都是点到为止，但是处理”六个
让“时还是讲的太多，比如说有”塞外江南“之称的宁夏平
原和河套平原，可以以问题的形式写出，然后学生自己在地
图册上找，在说出两地的位置，这样就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在这节课的设计要再下功夫，首先要先给出这节课
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也就是说和同学科教师列出提纲，
写出案例，引导学生分析。

第三，所在黑板上画的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布图，完全
可以让学生画，在这节课的重、难点上还需要在斟酌，虽然
这节课不是很难，但是高考的题做来却不是很简单，故而在
这方面还要加以引导，可以集合练习题和知识点结合起来，
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