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二地理北京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二地理北京教案篇一

1.以下叙述正确的是(a)

a.我国各类土地资源丰富

b.我国林地比重较大

c.我国耕地面积较多

d.我国林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

2.以下叙述错误的是(d)。

a.我国天然林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地区

b.东南部林地多为人工林和次生林

c.西北和华北林地较少

d.草地主要分布在东北

3.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b)

a.0.96公顷



b.0.10公顷

c.0.12公顷

d.0.23公顷

3.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为(a)

a.0.96公顷

b.0.10公顷

c.0.12公顷

d.0.23公顷

4.我国人均草地面积为(d)

a.0.96公顷

b.0.10公顷

c.0.12公顷

d.0.23公顷

5.我国耕地面积为(a)

a.1.3亿公顷

b.1.0亿公顷

c.1.5公顷



d.1.6公顷

6.我国人均林地面积为(c)

a.0.96公顷

b.0.10公顷

c.0.12公顷

d.0.23公顷

初二地理北京教案篇二

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人教版初中地理八年级上册第
二章第一节《地势和地形》，在讲授新课之前，我先就我对
本节课教学内容的处理、教学方法的选择、重点难点的确立
等方面的内容作简单的说明。

一、教材分析――说教材

1、教材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地形和地势》是初中地理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一节的
内容。在此之前，学生已学习认识过世界不同区域、国家，
对所涉及的地区和国家的地形地势已有所研究，这为过渡到
本节的学习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

一般来讲，我们在研究一个地区和国家时，都会先了解当地
的自然环境，因为自然环境是人文环境形成的基础，有什么
样的自然环境，才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环境。中国地形和
地势知识不仅是组成中国地理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认识和
学习其它中国地理知识的基础。



可见，中国的地形地势这一内容在中国地理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同时，通过对这部分教学内容的研究，学生可以更深入
的了解中国自然地理环境，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其它地理知
识，掌握地理知识的学习方法，学会利用地图去认知地理环
境。为其他学科和今后高中的地理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节是中国自然环境的第一节，体现了地势地形作为自然环
境基础的重要地位。它初步揭示了地形因素对气候、河流以
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利于
学生掌握中国的地势特征，并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研究这种地
势特点对中国气候、河流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3、我对教材的处理

明确了教学的地位、作用和教材的内容体系后，我结合自身
的业务素养、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环境的特点等条件，对
教材进行如下的处理：

1）确立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根据对教材和课程标准的分析，考虑到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
认知能力和心智特征，我制定如下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通过地图，掌握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
梯状分布的特点；能结合自己认知，谈出我国地形地势对气
候、河流、交通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加



教学的容量，帮助学生认识我国地形地势的特征；引导学生
讨论、分析地形地势对我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中国地形地势的教学，激发学
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了解地理知识的功能与价值，
形成主动学习的态度，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优越、复杂的
自然地理环境，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
感，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思想。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我国地势、地形的特征，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难点：三级地势阶梯分布的空间观念的形成，地形地势对自
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本课教学的难点。

2）确定教学方法――说教法

明确了课程标准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后，结合教材的内
容和教学方法的可操作性，我决定在教学中以讲授法为主，
结合读图分析、讨论和多媒体辅助教学、板图板画等方法和
手段，完成课标要求，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使学生在能力
上得到发展，知识上有所收获。

二、教法设计：

1、以问题情景为主线，丰富的学生活动为主体。这样做是为
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在交流合作中学习。

2、充分利用多媒体展示更多资料，使教学更生动直观。

3、注重地图教学。

三、学法指导：



因为初二学生年龄偏小，对一些日常生活和所经历的现象不
能很好的与理论知识相连接，因此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老师进
行指导，从而让学生能够总结出来。学生需要课前收集资料，
课上有动手、思考、合作、竞争、交流，分享成果等全方位
参与体验学习过程的机会，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有
效性。

四、教学流程

1、情境导入

首先在导课上，我采用的是过渡法。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
（中国多民族、多人口），这么多的人口生活在怎样的环境
中呢？用这样一句话，从我国的人文环境学习导入到自然环
境的学习上。引发学生思考中国地形地势到底有何特征？对
人们生产、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从而顺利导入新课。

2、新课讲授

（一）地势呈阶梯状分布

1、使用中国地形图，分析不同颜色代表的海拔高低情况，总
结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

2、借助三级阶梯示意图和教师的板图，掌握我国地势三级阶
梯的分布和阶梯之间的分界线。

3、借助中国地形图，挖掘学生自身的知识储备，引导学生讨
论我国的地势特征对气候，河流、水能资源开发和交通的影
响。

初二地理北京教案篇三

知识点是知识、理论、道理、思想等的相对独立的最小单元。



尽快地掌握科学知识，能迅速提高学习能力,下面有小编整理
的八年级下册地理知识点整理：《祖国的首都-北京》，希望
给您带来启发!

1.基本概况：

(1)地理位置：经纬度位置一北纬40度，东经116度。海陆位
置一华北平原的西北角，西靠面和北面背靠群山。距离最近
的海洋是渤海。属温带季风气候。位于半温润区，暖温带。

(2)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以山地和平原为主。

(3)城市职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中
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交往中心（外国大使
馆、国际组织机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交通中心(京沪，
京广等铁路线，国际机场)，。

2.历史悠久的古城：（故宫、四合院是古城北京的符号）

旅游名胜：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颐和园、
天坛、明十三陵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外还有四合
院、胡同、牌楼等。

3.现代化的大都市：（鸟巢、水立方是现代北京的符号）

(1)重点功能区：中央商务区(cbd)、中关村、金融街、王府井
商业街。

(2)现代化交通网：形成了航空、公路、铁路四通八达的现代
化立体交通网络;市区形成了环形加放射状的快速道路网，是
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和国际航空港。

4、北京成为古都的自然条件和城市布局特点：（1）北京向



东出山海关是东北平原。从西北出居庸关可进入内蒙古高原，
向西是黄土高原，向西南可进入华北平原。是京杭运河的起
点。（2）北京古城的变迁一直是逐水源而变化的。北京旧城呈
“凸”字形轮廓，一条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长约8千米的
中轴线纵贯旧城的南北，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的建筑，
都沿着这条中轴线呈对称分布。

2、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的市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
广场。

3、北京的位置：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角，西面和北面背靠群
山，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4、北京的城市职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

1、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颐和园、天坛、
明十三陵等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城中体现历
史文化传统的四合院、胡同、牌楼等也令人流连忘返。

2、北京故宫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
现为故宫博物院。

3、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

4、南锣鼓巷是我国唯一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风貌的传统
民居区。

5、前门大街是老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有许多中华老字号

我喜欢风景优美的三亚，我喜欢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我喜欢
都市繁华的香港，而我最喜欢的是祖国的心脏——北京！

北京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今年暑假外公专门带



我去过呢！北京的名胜古迹太多了，来说说天安门和长城吧！

北京的`天安门是世界闻名的，它历史悠久，经历这么多岁月
的风霜依然那么美丽。天安门的四周是红墙白瓦，还有许多
小花，有一朵朵紫罗兰，有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菊花，鲜艳无
比。城门前是一条护城河，叫金水河，河水碧绿碧绿的，非
常清澈。站在城门向前望，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高大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映入眼帘，真是非常雄伟、庄严！天安门中
央，敬爱的毛主席的像高挂在正上方，两边写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振奋人心的口号。
天安门凝聚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精华，绚丽多彩，犹如一座丰
富的宝藏，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北京的长城也是闻名中外的宝贵遗产，长城的周围是挺拔的
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它像一只巨龙守卫着城里的百姓。
当我们站在万里长城的青砖上欣赏长城的美时，我们就会油
然而生起一种自豪感。这一项宏伟的建筑令我们后人赞叹不
已！长城上还有一座座古老的烽火台，仿佛在向我们说着那
久远的故事。时光变迁，斗转星移，依然不变的是长城这条
中国的巨龙！

北京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建设事
业的发展，美丽的北京必将变得更加富饶，更加雄伟和美丽！

初二地理北京教案篇四

一、说教材：

1.教材内容

本节的内容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展示大量不同地形区的景观
图片，并设计了认识山脉网格中地形区位置分布的活动帮助
学生总结“地形复杂多样”的特征；最后通过学生阅读扇形



统计图表，计算得出“山区面积广大”。接着通过活动来认识
“地势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学生从地形剖面图上可以形
象地看出来；符合学生由形象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较好地体
现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本节的知识点有三个：分别是地形种类与分布，地形特点及
影响，地势特点及影响。

2.教材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本节内容是人教版初中地理八年级上册第二章中国的自然环
境第一节的内容，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我国的地理位
置、疆域、行政区划、人口和民族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在这
个基础上学习本章中国的自然环境就顺理成章了，教材把本
节作为中国自然环境这一章的第一节来讲，充分体现了本节
的重要性。它是学习第二节气候、第三节河流的基础。同时
为今后学习高中自然地理打下了基础。

3.三维目标

知识技能：

（1）运用分层设色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分析总结我国地势
特征。

（2）尝试分析说明我国地势对气候、河流、交通的影响。

（3）学会运用地形图总结我国地形多种多样的特点，分析不
同地形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4）阅读统计图表，总结我国山区面积广大的地形特征，分
析山区开发、利用有利和不利条件。

过程与方法：



（1）增强通过地图提取有用地理信息，并对信息加工提取的
能力。

（2）通过讨论地势特征对气候、河流、交通以及对生产生活
影响的'过程。初步掌握评价地理事物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分析不同地形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初步树立因
地制宜的观念。

（2）初步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本观念；

（3）通过认知地势、地形对其他地理要素的影响，加强辩证
唯物主义观念。

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运用地形图分析总结我国地势、地形特点。

2、认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不同影响，以及人类如何
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

难点：

1、地形剖面图的判读；

2、地势、地形对其他地理要素的影响，

二、说教法

我的设计指导思想是：创设一个民主轻松的学习环境，让学
生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协作、动手、动脑，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努力培养学习地理的基本技能。在这种指导思想
下，我教学的策略是：

1、以问题情景为主线，丰富的学生活动为主体。这样做是为
了激发学生的兴趣，积极参与，引导学生在交流合作中学习。

2、多媒体教学法。利用多媒体可以展示更多资料，使教学更
生动更直观。

3、注重地图教学。

三、说学情、学法

因为初二学生年龄偏小，对一些日常生活和所经历的现象不
能很好的与理论知识相连接，因此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老师进
行指导，从而让学生能够总结出来。学生需要课前收集资料，
课上有动手、思考、合作、竞争、交流，分享成果等全方位
参与体验学习过程的机会，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有
效性。

四、说教学过程

1、情境导入；首先在导课上，我采用的是过渡法。利用学生
已有的知识（中国多民族、多人口），这么多的人口生活在
怎样的环境中呢？用这样一句话，从我国的人文环境学习导
入到自然环境的学习上。引发学生思考中国地形地势到底有
何特征？对人们生产、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从而顺利导入
新课。

2、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我国的地势特征，是本节课的重点，如何突出重点呢？我主
要运用了四步：



第一步：引出地势的概念，让学生明白地势的内涵。

第二步：基于感性认识是认知的基础，我从学生耳熟能详的
古诗“一江春水向东流”入手，提出问题：为什么大江、大
河水会“向东流”？这些诗学生都会背，只是从文学的角度
去欣赏，没有从地理的角度去深入想过，经过学生的思考、
讨论，他们就能得出结论：我国地势是西高东低。

这只是从经验上得到出的结论，那么我国的地势是否就是西
高东低呢？

第三步：用地理的手法去求证。这是让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
到理性认识。引导学生阅读地图册p10－11中国分层设色地形
图，提出“你能参照陆高海深表总结中国地势的特征吗？”
接着让学生参照课本图2.1我国沿北纬32°地形剖面图，（以
上两个图老师利用投影进行比较）帮助学生建立地势西高东
低的模型。这种由形象、直观的颜色到地势高低，由平面到
立体的认知过程设计完全符合初中学生认知心理特点。

这是我国地势的第一个特征，还有一个“呈阶梯状分布”如
何引出呢？

第四步：我采用的是图示对比法。用课本图2.9和图2.10两张
我国地势变化示意图，让学生通过讨论判断，得出结论：呈
三级阶梯分布。

三个阶梯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呢？这是本节的难点，如何突破
呢？我采用多媒体投影（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图）并结合列表
比较法。通过对三个阶梯的范围、海拔、地形的对比，加深
学生的印象。让学生标明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分别是什么？让
学生动手完成课本28页的活动第一题，并且要求边做边记忆，
把知识落实到地图上，培养学生的识图、用图能力。

3、知识拓展应用



我根据课本第28页活动2、3二道题，让学生就我国的地势展
开讨论，分析我国地势的利弊，既培养了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的精神，又让学生了解我国的自然环境，熟悉国情。

最后，根据泉州的地形、地势具体情况，让学生讨论对泉州
气候和河流有什么影响？学习生活中的地理，从自己身边的
事物出发，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到
学以致用。

4、巩固小结

通过多媒体对整节内容的知识网络进行小结

总之这节课中，我是以“什么是地势——我国地势的特
征——我国地势的划分——我国地势的利弊——如何利用地
势”这一主线展开的。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通
过“想”、“说”、“做”自己得出结论。并把所学知识内
化为能力，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初二地理北京教案篇五

一,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是八年级地理第三章“中国的自然资源”中的第三
节.这一节的内容包括:我国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悬殊,时间分配
不均和节约每一滴水三个方面.与传统教材结构不同,本教材
在讲述中国的水资源时,侧重于资源本身,而将与之想随的水
能资源作为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手段加以介绍,因此重
点更为突出,更注重于知识的实际应用.

《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是: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
布特点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运用实例说出我国为解决
水资源分布不均建设的大型工程.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水资源的概念

2,我国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的特点

3,我国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措施

能力目标:

通过阅读各类地图充分培养学生读图和析图的地理学习能力,
以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

2,让学生了解我国水资源严重污染和浪费的现象,渗透节约资
源,保护资源的教育,让学生明白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滴
水,科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防止水污染才是解决我
国水资源危机的根本途径.

教学重点:

1,水资源地区分布悬殊(这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说明:水资源与
降水量有相关性,但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学习过程中可
借用“降水量分布图”进行推导,掌握;水资源供需状况是水
资源问题的体质,用读“中国水资源供需现状”图进行认识;
重点将黄,淮,海流域用水十分紧张,水土资源配合严重不协调
的原因分析清楚.)

2,兴建跨流域调水工程,(可阅读“中国跨流域调水工程图”
从以下列几个方面说明:我国已建成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有哪几
座,规划好的南水北调工程将从哪条河调到哪些地区并简要分
析其利笔弊).



教学难点:

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主要包括年内的季
节分配不均和年际变化大,学生可以通过观察“长江和黄河段
的径流量逐月变化图”来认识,但是年际的变化周期长,学生
难以理解,学生在学习时可利用“北京的径流量变化柱状图”
来引导学生认识).

三,说教法和学法:

根据以上教材分析,为促进学生地理学习能力的发展,运用多
媒体教学手段辅助教学.

3,运用实例,说出我国为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而建设的大型水
利工程

4,联系生活并运用有关资料讨论水资源对生产和生活带来的
影响.

四,说教学过程

【引入】播放哪吒和夸父追日的动画片片段.

【教师旁白】连夸父这样的神仙都对水有如此的渴求,更何况
人类,可见人的生命是离不开水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中
国的水资源.

【提问】在这其中,人类最常利用的是哪几种水主要用于哪些
方面

介绍:中国的水资源总量约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5位,然后
问大家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中国缺水吗”请同学们说
说自己的观点.

(边说边归纳出“总量多,人均少”“地区分布不均”“时间



分配不均”的特点并板书)

下面我们就具体地来看一看这些特点:

【读图思考】通过读中国水资源供需分布图总结出我国水资
源在地区分布上哪里多哪里少(南多北少,东多西少)

【读图巩固练习】同学们一起看几个具体的地区的水资源状
况,加深对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情况的了解(边读图边填表)

对应的地区

缺水带

少水带

过渡带

多水带

丰水带

【转折提问】为什么我国水资源在空间分布上会出现南多北
少,东多西少的现状呢

引出水资源的多少与降水有很大关系,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国
降水的空间分布规律:

【转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国水资源在不同的地区分布是
不均匀的,那么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季节我国水资源又有什么
特点呢.

由于多年平均径流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水资源多少的主要指标,
因此我就用河流的径流量图来展示我国水资源的时间分配状
况.



【读图】让学生读“长江武汉段径流量变化图”和“黄河花
园口段径流量变化图”

1,比较一下这两幅图有什么相同之处(得出多雨和少雨季节相
同——夏秋多,冬春少)

2,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呢教师提示让同学们回忆出(我国降水
在时间分配上就具有夏秋多,冬春少的特点)

【转折】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季节水资源是不同的`,那在同一
个地区的不同年份水资源分布又有什么特点呢【读图】“北
京地区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最多年径流量,最少年径流量柱状
图”

让同学们读图告诉老师北京在不同的年份水资源的多少有什
么特点(学生得出有时多,有时少的结论,从而得出水资源还具
有年际变化大的特点,丰水年和枯水年可能交替出现,也可能
连续出现,大家知道今年重庆是丰水年还是枯水年)

(进行展示:教师在学生的回答中进行归纳:如旱涝灾害,用水
紧张,生活不便,经济损失等等)

【拓展提问】请问同学们知道我国用水最紧张的地区在哪里
吗

老师提供一段有关“缺水的华北”“干渴的都市”的资料
和“水污染,浪费水”的图片及资料.

老师引导:同学们根据提供给大家的材料,进行分析处理,归纳
出华北地区缺水的原因有哪些(出示可能原因)

教师总结:可见水资源的紧缺程度不仅仅取决于降水,它是多
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降水等自然因素外,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人为因素.



【师转折性讲解】(展示)正由于我国水资源的这些特点导致,
我国目前土地严重干涸,很多地方人民生活饮水十分困难,黄
河源头已经出现了干枯,黄河的水位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
目前黄河平均每年断流18天,在断流了226天之多,由于缺水每
年给我国工业造成损失亿元,农业损失1500亿元,据预测我国
人口在未来几年十几年将达到16亿之多,届时人均水资源只
有1750立方米,图中的画面将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我国将出
现严重的水危机,下面就请同学们想一想,面对这一危机,你都
有哪些办法来一一对应地解决这些问题.

【活动】将学生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就解决“地区分布不
均”“时间分配不均”“污染浪费严重”的办法进行讨论,组
长记录,最后分组发言.

讨论完后老师提示:我也想了一些办法,可是我不小心把它的
顺序搞乱了,请大家帮忙整理一下,(引入连线题)

【转折】这些措施中很多都是兴修水利工程,我国在这方面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水利工程的效益是综合的,其中之一就是发
电,我国有许多大型的水电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读图】“中国主要水电站分布图”

【填表】

所在河流

所属省区

龙羊峡水电站

刘家峡水电站

小浪底水电站



葛洲坝水电站

二滩水电站

【转折】除此外我国还在跨流域调水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读图】“中国跨流域调水工程图”

完成“南水北调工程”的填空题(略)

【教师总结并提问】跨流域调水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水从多的
地方往少的地方调,咱们重庆是多水区,我们可以大方地支援
缺水地区,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看似可笑的问题“重庆会缺水
吗”从而引导出对身边的地理学习.

【活动】将学生分成三个小组,让每个小组充分讨论(如果认
为会——为什么;如果认为不会——为什么),组长把意见收集
起来交流发言.

【总结】可见连重庆这样的城市都出现了水危机,那中国的缺
水问题绝非危言耸听,面对人为“污染性缺水”和“浪费性缺
水”仅用兴修水利工程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学生思考得出结论并展示:我们只有珍惜
和合理利用每一滴水,科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防止
水污染)

【教师小结】如果不珍惜水资源,人类看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
自己的眼泪,如果不珍惜水资源,最终枯萎的只能是人类自
己(展示).

最后,让全班同学一起向全体重庆市民发出倡议,让大家行动
起来,节约每一滴水,保护我们的水资源,让我们用自己最真诚
的心和最激越的情感,伴着长江之歌的激昂旋律,发出我们的



倡议【电脑显示】倡议书(略)

五,教学板书

我的教学板书遵循了:概括性,规范性,及时性,和艺术性等特
点;在整个板书造型上采用了“偏正型”中的“张翼型”;在
板书内容构成形式上采用了“强调式板书”;在内容设计上运
用了“内容再现法”;力求达到美观,大方,实用技术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