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地理教案 初一地理教案设计(实
用10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初一地理教案篇一

第二节《地球的运动》教学设计(第2课时)

个案设计个性化修改教学设计

第2课时

复习导入

(复习自转的相关知识，内容略)

讲授新课

教师：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围绕太阳不停地公转。

二、地球的公转(板书)

活动1请同学自读教材关于地球公转内容，完成下列内容

(教师在学生阅读时板书以下内容)

二、地球的公转(板书)

1.方向：自西向东(逆时针)



2.周期：一年

3.公转中心之一：太阳

4.轨道：近似圆形的椭圆

结合图1.19地球公转示意图

教师演示1：地球的公转(充分利用地球仪、电筒等材料。演
示时务必注意地轴的倾斜方向)，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并思考：

1.地球绕什么在公转?地球公转的方向是什么?(太阳。自西向
东)(学生回答，教师略作归纳，并讲述公转的周期)

2.地球在公转的过程中地轴是倾斜的还是竖直的?地轴指向是
否发生了变化?(倾斜的。没有)

(板书)5.特征：a、地轴与公转轨道夹角66.5度

b、地轴的北极总指向北极星附近

教师演示2：教师在讲台上摆好地球的“二分二至日”的四个
位置，将自制的十字光源放在四个地球位置中间，观察太阳
直射情况。

学生与老师一起画出地球公转示意图，边讨论边填表格。

节气

日期

太阳直射的纬度

北半球昼夜长短



获得太阳光热

冬至

12.22前后

23.5°s

白天最短，夜晚最长

最少

春分

3.21前后

0°

一样长

一样多

夏至

6.22前后

23.5°n

白天最长，夜晚最短

最多

秋分

9.23前后



0°

一样长

一样多

(板书)6.产生现象：四季变化

(说明：“二分二至”是初中地理学生时的难点，教师演示时
一定注意地轴倾斜角度及方向，并边演示边画图，注意分解
难点)

活动2请2名学生上讲台，用自己的脑袋当太阳和地球，根据
自己的理解演示“地球公转”。

(设计说明：让学生在表演中体验地球公转的真实状态，为理
解地球公转特征打基础。历届教学证明，这个活动学生非常
喜欢，记忆深刻。哈……这绝对是本节课的亮点。)

初一地理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了解巴基斯坦的基本地理特征，记住卡拉奇。

知道印度河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自然条件对巴基斯坦农业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综合
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建议

关于“巴基斯坦”的教材分析



巴基斯坦为新增加的选学内容，教材讲述的内容较少。主要
是了解巴基斯坦的自然和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由于其内容
许多在总论部分已经涉及到，为了避免重复，所以只是重点
突出的设计了两个标题。

“南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家”概括了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及
主要宗教。巴基斯坦位于南亚西北部，这一点对它的气候影
响较大，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宗教问题是南亚尤其是印巴
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

“印度河平原为经济中心”突出概括巴西的自然地理特征，
说明印度河平原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该地区主要的制约
因素是降水不足，所以其农业、城市、工业的发展，主要以
印度河为中心进行。

关于“巴基斯坦”的教法建议

巴基斯坦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应使同学了解其悠久的历史
与文化、宗教及风俗习惯等，可以布置学生查找一些有关的
资料，以事例说明印度与巴基斯坦在领土、宗教等问题上的
争议，关注南亚与我国西南相邻国家局势的发展变化，提高
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培养收集资料的能力。

对于巴基斯坦自然条件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该节体现得
较充分，可以将该节作为一个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引导
学生从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地形、气候、河流等因素分析。

关于“巴基斯坦”的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印度河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

【教学过程】



（引入）上节课学习了印度，这节课学习与印度关系非常密
切的国家----巴基斯坦

（板书）第三节巴基斯坦

（提问）谈谈你对印巴关系或巴基斯坦的了解

（学生自由回答）

（展示巴基斯坦景观图片）

（总结板书）一、南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家

悠久的历史

民族与宗教

（承转）巴基斯坦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呢？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几个区域，今天希望大家通过读书和讨
论，试着分析巴基斯坦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的条件和特点。

（展示巴基斯坦地形与降水图、印度河与印度河平原图）

印度和对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具有什么影响？

（学生分组讨论回答，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归纳）：

由以上分析得出，巴基斯坦境内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限制巴基斯坦发展的因素主要自然条件是—水，所以，农业、
人口、城市、交通线等都分布在印度河平原或三角洲上，因
此，印度河平原对于巴基斯坦来讲非常重要。

（提问）巴基斯坦主要农作物有什么？



可以发展什么工业部门？

（学生回答）水稻、小麦、棉花---纺织工业

（板书）二、印度河平原为经济中心-----农业为主

（提问）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由哪些？首都市最大的城市吗？

（学生回答）

（展示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的景观图片）

（板书）三、主要城市：

首都---伊斯兰堡

最大城市、港口---卡拉奇

（反馈练习）

【板书设计】

第三节巴基斯坦

一、南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家

1、地理位置

2、悠久的历史

3、民族与宗教

二、印度河平原为经济中心

三、主要城市：首都---伊斯兰堡，最大城市、港口---卡拉



奇

探究活动

上网查找巴基斯坦的风俗、与印度之间的关系等资料，讨论
印巴冲突升级带来的影响。

目的：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初一地理教案篇三

1.使学生了解我国优越的海洋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
源以及非生物资源，认识到开发海洋资源的巨大潜力和美好
前景，并进一步认识到开发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

2.使学生充分认识发展海洋水产业的有利条件，了解我国主
要渔场的分布，培养学生的读图分析能力。

3.使学生了解我国海盐和海底石油的开发利用和分布状况。

4.通过介绍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并且强调对海洋资源的保
护，培养学生辩证思考问题的意识。

教学建议

关于“海洋资源”的教材分析

本节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通过联系旧知识使学生认
识到我国海洋资源十分丰富的自然基础，即我国有四个近海，
并且南北跨了三个温度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然后介绍
了我国海洋资源的主要种类，最后还提醒学生我国海洋资源
还远没有开发出来，使学生意识到海洋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
的意义。



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的海洋捕捞和水产养殖。教材在选学材
料中介绍了我国之所以在近海发展渔场的原因，应当说这是
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紧接着教材又介绍了我国近年来发展
的海水养殖业。如果说，海洋捕捞是人类纯粹地利用自然条
件的话，那么海水养殖是人类对海洋资源的间接利用，因为
这其中加入了人类在技术、设备、人力和时间等的投入。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原理和方式，教材专门给了几
幅图片，扫清了理解的障碍。

第三部分海洋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其中着重介绍的是海盐生
产及盐场的分布。教材介绍了海盐生产的过去和现在，目的
是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利用海洋资源的历史非常久远，随着
科技的进步，海盐开发的种类也日益增多。

第四部分提醒学生要注意借鉴人类开发陆地资源的教训，在
开发利用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海洋，培养学生正确的海洋观、
环境观。其中的“想一想”活动为学生设置了两个不同的情
景，让学生推测将来的结果。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
的观念，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发散思维。

关于“海洋资源”的教法建议

1.在讲渔场的时候，要结合初一学过的世界几大渔场形成的
条件，要求学生在地图上找出舟山渔场的位置。然后结合鱼
汛的概念引导学生分析舟山渔场成为全国渔场的原因。

2.在讲最后一个框题时，要注意结合过度捕捞海洋生物和海
洋污染的事例，强调开发海洋资源与保护海洋资源环境要相
统一。在教学中可以充分的利用反映海洋污染的图片和文字
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海洋污染的污染源，加深学生认识对海
洋资源保护的必要性。还可以通过讨论，让学生总结保护海
洋资源的措施。

关于“海洋资源”的教学设计示例



[导入]前面我们学习了我国陆地上的各种资源，我们知道，
我国的国土辽阔，海陆兼备，今天再来看看我国海洋里的资
源有哪些。

[活动]读教材中“丰富的海洋资源”自然段，课文中的这几
句话说明了什么?

[学生回答]说明海洋里有丰富的水产资源、石油资源、海洋
资源和海洋能源。

[补充]人类赖以生存的陆地空间已不堪重负，地球生物资源
的80%分布在海洋里，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是陆地
的1000倍，海洋在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每年可以向
人类提供30亿吨的水产品。所以说，海洋资源的开发前景非
常广阔。

[活动]读我国近海主要渔场和海流分布示意图，找一找我国
主要的渔场。并且结合选学内容分析一下我国发展海洋水产
的有利条件。(宽浅的大陆架、陆地江河汇入带来饵料、暖流
和寒流交汇)

[补充]舟山渔场是我国的渔场。

[转承过渡]除了捕捞外，我国还利用沿海的滩涂发展大规模
的养殖业。

[学生读图]解释海产养殖的方法。

[转折]除了海洋的生物资源之外，还有什么资源?

[学生回答]海盐资源、石油资源。

[学生回答]北方海域产盐多。这与气候有关(降水少，雨季
短)。



[提问]我国的盐场在哪里?(长芦)

[转折]大家看我国近海的石油沉积盆地，我国海底石油资源
相当丰富，我国已经在渤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开采了石油。

[学生讨论回答]第一种方式只顾眼前利益，长期下去，鱼的
产量会越来越少。第二种方式可以保证人类的持续利用。

[学生讨论回答]捕养结合，控制近海捕捞的强度，大力发展
滨海养殖业和远洋捕捞业。

[学生讨论、回答]略

[教师小结补充]加强立法管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进一步宣
传，增强全民的海洋意识。

'

探究活动

1、 活动名称：海产品调查

活动目的：使学生充分认识海产品在丰富和提高人们生活质
量的重要作用，同时了解我国海产品的现状。

活动步骤：

(1)寻找10种日常用品，条件是原料必须有海产品。

(2)了解近来这几种产品的销售变化情况和原因。

(3)开一个主题为“人类与海洋”的班会，全班同学进行交流。

2、活动名称：海洋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吗?



活动目的：使学生了解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状，
并意识到海洋资源尽管是可再生的，但这是在合理利用和开
发的前提下，进一步培养学生辨证看待问题的意识。

活动方案：安排学生查找人们破坏或不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
资料，并提出问题“海洋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吗?请你用你的资
料来说明你的观点”，从而引起学生的思考。

初一地理教案篇四

本节教材属区域篇中的内容,区域的是建立在祖国篇的基础上,
主要是对的综合与运用。黄土高原地区在新教材中首次被单
独作为一节课列入课程中,而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有其必要性,同时,又可以黄土高原
地区为例,来引导认识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一)知识目标

1、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

2、黄土高原上黄土物质的形成原因。

3、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形地貌特征及形成原因。

4、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的自然和人为原因。

(二)目标

1、通过阅读地图说明黄土高原的位置,描述黄土高原所跨的
省级行政区,培养的读图、分析图的能力。

2、通过读图分析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并讨论
由此导致的严重的后果,进一步培养训练学生的读图分析及归
纳整理能力。



(三)德育目标

通过本节内容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自然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地观和可持
续发展观。

(一)教学重点

1、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

2、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及成因。

(二)教学难点

黄土高原上黄土物质的形成原因。

导学法、读图分析法、活动法相结合。

有关课本插图和多媒体教学软件。

二课时

(一)第一课时

板书:沟壑纵横的特殊地形区----黄土高原

播放影片--我们的黄土地。

然后让学生在图上找出太行山、乌鞘岭、秦岭、长城以及黄
土高原所跨的省级行政区。

一、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

形成--"风成说"



为更详细地了解黄土高原,请同学朗读黄土高原的材料

其中"风成说"得到广泛的支持,其证据是:

1.黄土的厚度均匀

2.从西北向东南颗粒越来越细

3.矿物成分不同

4.有多层古土壤

二、严重的水土流失

让学生阅读图8.7的对话,分组讨论认识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的.影响,教师归纳总结。

1、人为因素

毁林、毁草、陡坡开荒,破坏了地面植被。

学生阅读p69页图8.6"同等降雨量、不同植被下的水上流失",
讨论水土流失与地表植被的关系初中地理。

得出结论:植被对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

学生读p68页图8.4"目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进行
分组讨论。

2、自然因素

请同学们阅读图8.8,找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分布,并根据图
上信息,分析这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

归纳得出:还是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



略

初一地理教案篇五

针对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及本节课教材特点，根据教学基本
原则和规律，为实现上述目标，突出重点，分散难点，我准
备采取以下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a、在教学形式上力求突破“为了学地理而学习地理”的思想
瓶颈，关注学生感兴趣的、熟悉的话题或生活常见现象，设
置问题情境，创设悬念，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b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照得出区域地理特征。

c运用多媒体教学将一些静态的信息加工成声，情，形的动态
信息，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
兴奋点，唤起求知欲，强调重点，攻破点。

初一地理教案篇六

通过对亚洲人文地理环境的学习，初步掌握搜集各个国家资
料的方法，通过交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自主
学习的习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认识亚洲人文环境，增强环境意识，
懂得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树立正确的人口观。

初一地理教案篇七

1、日本是一个太平洋西北部的岛国，自北向南依次为北海道、
本州、四国、九州。最大的是本州岛。东临太平洋，西临日
本海。

2、日本位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处是一个多火山和地



震的国家，最著名的火山是富士山。地形以山地为主，最大
的平原是关东平原。日本为岛国，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
对渔业、造船业、海上运输和对外经济联系十分有
利。(图7.2p18，活动p19)

3、日本的首都是东京，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是横滨。日本由
于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二战以后，经济高速发展，对工业
原料和燃料的需求增多，加之国内供给不足，对外依赖很强。
日本的经济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工业主要分布在
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地区。

第二节东南亚

1、东南亚在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部分，
地处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
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从欧
洲、非洲向东航行到东南亚、东亚各港口最短航线的必经之
地，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
道。(图7.17-18p26-27)

2、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唯一的内陆国是老挝。

3、气候类型主要包括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东南亚
人口稠密，耕地较少，高温多雨，将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
物。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东南亚成为世界重要的热带作物
生产基地之一。东南亚是世界上橡胶、油棕、椰子和蕉麻的
最大产地。泰国、越南、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
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生产国，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
棕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椰子生产国，菲律
宾是世界上最大的蕉麻生产国和椰子出口国。(图7.22p29活
动p30)

3、中南半岛上山脉、大河多由北向南延伸，具有山河相间、
纵列分布的特点，



城市附近大河所在国家

河内红河(上游为元江)越南

金边湄公河(上游为澜沧江)柬埔寨

万象同上老挝

曼谷湄南河泰国

仰光伊洛瓦底江(上游为怒江)缅甸

第三节印度

2、印度地形分为三部分：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中部是印度
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最大河流是恒河，主要城
市：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班加罗尔。

3、印度大部分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终
年高温，分明显的干湿两季。雨季(6-9月)盛行西南季风，旱季
(10月-次年5月)盛行东北季风。(活动p37)由于受季风的影响，
年降水量极不稳定，水旱灾害频繁。

经济作物有棉花、黄麻和甘蔗。印度的黄麻产量居世界第一
位，

加尔各答是麻纺织工业中心和钢铁工业中心;孟买是棉纺织工
业中心;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硅谷”。

第四节俄罗斯

1、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位于亚欧大陆北部，地
跨亚、欧两大洲，领土大部分处于北温带，以温带大陆性气
候为主，气候特征是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温暖。



2、大部分地区地形比较平坦，地形以平原和高原为主，以山
脉河流为界自西向东分别是东欧平原(乌拉尔山、乌拉尔河)
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中西伯利亚高原(勒拿河)东西伯
利亚山地。

3、俄罗斯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
能够自给的大国之一。石油、天然气、煤、铁资源居世界前
列，最大的煤矿是库兹巴斯煤矿，著名的油田有第二巴库油
田和秋明油田，最大的铁矿是库尔斯克铁矿。俄罗斯食品和
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位于圣彼得堡附近，工业最发达的地
区位于莫斯科附近。

4、俄罗斯交通部门齐全，但交通运输线在欧洲部分和亚洲部
分的分布不平衡。

(1)以铁路运输和管道运输为主，欧洲部分铁路密集，形成以
莫斯科为中心的放射状铁路网，亚洲部分铁路稀疏，有一条
横贯亚欧大陆的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被称为亚欧大陆桥。
(第二条亚欧大陆桥起始点为中国连云港，终点为荷兰鹿特
丹)

(2)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河，是欧洲第一长河，流量丰富，
水流平稳，航运价值高，通过运河，伏尔加河可以五海通
航(波罗的海、白海、里海、亚速海、黑海)。

5、莫斯科是俄罗斯首都，俄罗斯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第二大城市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
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
市;摩尔曼斯克是北冰洋沿岸的终年不冻港。

第八章东半球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5、中东主要是白色人种。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犹太教、-都把耶路撒冷看作圣城，伊斯兰教还把麦加看作圣



城。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犹太人集中分布于以色列，信
仰犹太教，波斯人主要分布在伊朗，信仰伊斯兰教。文化上
的差异也是导致中东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初一地理教案篇八

初一学生正处于思维逻辑发展的关键时期，逻辑能力尚不够
强，但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求知欲强，好胜心切，接受知
识上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乐于接触有趣的感性知识，
因此，在讲授日本时要多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多以图片展
示，并尽量联系实际，以增强学生印象。

初一地理教案篇九

第二节 东南亚 第 2 教时

教学目标：

东南亚的地形与主要的城市

东南亚的风景

教学重点：东南亚的地形与主要的城市

教学难点：东南亚的地形、气候特点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自古以来中国就与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革命家陈
毅在写给缅甸朋友的诗中曾说到：”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共饮一江水”,这便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关系的真实写
照。因为中南半岛上的许多河流的源头都在中国。请同学们



在地图上将他们找出来。

山河相间与城市分布

在河流与河流之间，多是山脉和高原，用我们的手就可以形
象的表示出中南半岛的地形----山河相间，纵列分布。

[思考]：这样的地形条件有怎样的好处?

蕴藏丰富的水利资源，下游可以形成肥沃的平原。

因此成为东南亚人口稠密的地区，中南半岛上的国家的首都
主要多分布在大河的沿岸。

[活动]：

为什么分布在这里?有怎样的好处?有什么弊端?

上节课我们讲到中国历的郑和下西洋、下南洋，我们可以发
现东南亚地区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
直到今天，许多中国华人华侨都在为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积极
努力着，请同学们看一下阅读材料。

华人、华侨集中地地区

在东南亚的国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国
家，分别占到该国的77%和25%,在60年代，印度尼西亚曾经发
生反华暴力事件，对当地的华人华侨任意的屠杀，在国际上
造成极坏的影响，使得他们纷纷撤回资金，重返祖国的怀抱。
改革开放以后，华侨华人纷纷回国支援国家建设，为中国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对东南亚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东南亚确实有许多的闪
光点，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到这里，特别是这里独特的自然
和人文景观，是亚洲的魅力所在。



下面我们来共同欣赏一下同学们收集的一些关于东南亚美丽
景观的图片。[多媒体展示]

[课后练习]：1、收集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景观资料，出一期
《东南亚旅游景点介绍》小报

板书设计：

山河相间与城市分布

华人、华侨集中地地区

初一地理教案篇十

1.使学生通过阅读图文资料，了解我国矿产资源的分布特点。

2.使学生熟悉我国主要的煤矿、油田、铁矿和有色金属矿的
分布地。

3.使学生了解我国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对策。

4.通过分析我国土地资源利用中的主要问题，使学生认识到
合理开发、节约、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寻求替代品的必要性
与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

教学建议

关于“矿产资源”的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包括四部分，首先介绍了矿产资源总的分布特征，
并且分析了分布相对集中带来的有利和不利方面;第二部分介
绍了能源矿产，包括它们的分布、储量、在世界中的地位以
及我国能源资源的短缺形势;第三部分介绍了金属矿产，这部
分是分类介绍的。与铁矿相比，有色金属矿对于初中生来说，



可能不太熟悉，因此教材中举了许多实例，以使学生认识到
有色金属的重要性。前面三部分都是以关于煤矿、铁矿、有
色金属矿和油气田的分布的四幅图为基础的，目的就是训练
学生的读图分析能力。在最后一部分里，教材通过大量实例
介绍了我国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对策。

关于“矿产资源”的教法建议

关于矿产资源的分布，建议指导学生读4幅我国矿产资源分布
图，从宏观上分析煤矿、油田、铁矿和有色金属矿分布的特
点是广泛且相对集中。关于矿点名称，教师要具体指导学生
利用省区、江河、山脉等参照物，寻找矿点与它们之间的方
位上的联系，并通过读图、填表、图表对照、看图连线等方
法巩固地名的记忆，进一步培养读图技能。教学中要用资料、
数据说明能源矿产丰富，同时联系生产实际说明煤和石油的
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教师要结合实例说明矿产资源利
用中存在的问题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要针对问题提出
相应实际的解决办法。 在这节内容的讲授中，有三个点老师
应该特别注意：一个是金属矿产的作用，很多学生对于煤、
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的作用非常熟悉，但是容易忽视金属矿
产，教师应该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因为这会帮助学生充分认
识矿产资源与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密切关系;第二是
对新能源的开发，在谈到对矿产资源问题的对策时，学生往
往容易把目光集中在问题的治理上，其实治理是一方面，同
时还应当引导学生开阔思路，想办法找出更多的新能源，但
是要使学生认识到，开发新能源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前提
的;第三，矿产资源与前面介绍的两种资源以及后面的海洋资
源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是非可再生的，在教
学中，要对我国矿产资源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开发利用中的
问题讲得适度，避免出现盲目的乐观和悲观情绪，教育学生
要以客观、实际的态度看待我国矿产资源问题。

关于“矿产资源”的教学设计示例1



[导入]大家知道，土地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那么工业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什么呢?(矿产资源)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
看看我国的矿产资源。

[板书]第四节 矿产资源

[活动]读教材中四幅我国矿产资源分布图，分析我国矿产资
源的分布有什么特点?

[学生讨论、回答]对不同矿产资源分别回答。

[教师小结]煤矿、石油、天然气、铁矿和有色金属矿的分布
都具有既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点;其中，煤、石油、铁矿北方
居多，有色金属南方居多。

[提问]这样的分布特点，对于矿产资源的开采、运输会带来
什么影响呢?

[学生讨论、教师小结]集中分布，有利于矿产资源大规模集
中开采，形成全国性矿产基地;但是不同地区需要进行矿产资
源的流通交换，加重了对运输的负担。

[转折]结合“做一做”第一题，我们一起找一找主要的煤炭
生产基地和石油基地。

[补充]矿产资源按照用途可以分为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煤、
石油和天然气都属于能源矿产。我国虽然是一个能源大国，
但是人均量比较少，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
能源已经渐渐不能满足需要了。

[提问]如何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呢?

[学生讨论]略

[教师小结]加强能源勘探开发;加强能源基地建设;因地制宜，



寻找新能源。

[承转过渡]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金属矿产的情况。

[板书]三、金属矿产

[学生讨论回答]略

[活动]请学生结合“做一做”中的练习，读“我国主要铁矿
分布图”，找找我国主要的铁矿。

[转折]有色金属矿产有什么作用呢?请大家读教材中的“读一
读”材料，结合你们在课下查找的资料，说一说有色金属矿
产都有哪些用途。

[学生回答]略

[活动]分组找一找主要的铜矿、锡矿、钨矿、锑矿、稀土矿
等等，并且以竞赛的形式做连线题，看谁做得又快又准。

[强调]有色金属为我国的现代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基础，我们决不能忽视。

[转折]像其他资源一样，我们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时，也存
在着很多的问题。

[板书]四、问题和对策

[活动]读教材中的“问题和对策”这一框题的内容，讨论我
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讨论]略

[教师小结]主要问题包括：乱采滥挖、严重浪费、破坏环境。



[提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讨论]略

[教师小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节约、合理使用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寻求替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