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地理教案设计 高二地理教案(通用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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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地理教案设计篇一

2、掌握我国地形特征，各类地形区的特征、分布

3、地形对中国的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1、从考核内容上看，侧重考查我国主要地形区的地理特征。

2、从考核形式上，多以区域地形图、等高线图、地形剖面图
等图像资料考查与地形相关的知识。

中国地形空间定位教学方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启发式教学
法、图示法、对比法教学环节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设计导入分
析自然地理特征从哪些方面入手？地形、地势特征是很重要
特征。这节课学习中国的地形有关内容。放视频中国地形片
段。通过视频导入增强学生学习地理兴趣。

教学过程第3节中国的地形

一、地形、地势区别与联系

如何描述一个地方的地形地势

描述地形有三个步骤：



1、简单描述地势（如，东高西低）

2、描述地形（如，平原，高原，山地等）

3、描述第二步地形的分布情况（如，沿海有小面积平原分布
等）

另：有某些参考资料，还要求描述海拔等

应用：如何描述福建省的`地形和地势特征？

二、地形概况

1、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三级)

通过表格分析我国地势三级阶梯的界线和主要地形区

思考: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分布状况对气候、河流和经济的发
展有什么影响?

有利影响

（1）西高东低，有利于东部太平洋湿润气流

深入内地

（2）决定了我国许多大河东流入海，既有利于沟通我国的海
陆交通，又便于我国东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3）由于地势起伏大，河流的落差大，特别是第一、二级阶
梯交界处，水流湍急，产生巨大的水能。

不利影响

阶梯交界处不利于交通运输线、工业、农业、城市的建立



2、地形多种多样，山区面积广大。

思考:我国地形对气候、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1）、地形多样，山区面积广，利于发展多种经营

（2）、山地的迎风坡，有利于地形雨的形成并富水力但滑坡、
泥石流、水土流失严重

秦岭

以北：最冷月低于0°c暖温带降水小于800mm

以南：最冷月高于0°c亚热带降水大于800mm

（4）、许多山区降水少，干旱面积广，不利于从事生产、生
活活动

读中国地形图进行空间定位

三、主要地貌类型

（一）纵横交错的山脉（具有界线意义的山脉重点分析）

１．东西走向的山脉

北列：天山山脉----阴山山脉

中列：昆仑山脉----秦岭

南列：南岭

2.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

西列：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



中列：长白山脉----武夷山脉

东列：台湾山脉

3.南北走向的山脉：

横断山脉等

4.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

祁连山等

5.孤形走向的山脉：

喜马拉雅山等

(二)四大高原

确定四大高原的位置

思考：四大高原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四大高原位置和特征表格对比（略）

(三)四大盆地

确定四大盆地的位置

思考：四大盆地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四大盆地位置和特征表格对比（略）

(三)三大平原

确定三大平原的位置



思考：三大平原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三大平原位置和特征表格对比（略）

四、地质灾害

（课堂小结）略（课堂练习）略

（作业布置）区域地理第126至128页能力提升训练

结合地图册第104、105页中国地形图进行分析

我国地势分布状况对气候、河流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通过分
组进行讨论，培养学探究能力。

从中国地形图分析我国主要山脉、四大高原、四大盆地、三
大平原和主要丘陵的位置和主要特点，培养学生读图析图能
力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

高二地理教案设计篇二

1．通过案例分析，归纳旅游景观的观赏的一般方法。

2．结合实例，举例说明不同旅游景观的观赏方法，提高审美
素质。

旅游景观的观赏方法。

提高审美素质。

教学过程（表格描述）

主要教学活动

设置意图



【展示】以摄影为主题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上的主要景点
位置和云贵高原景观图。

【过渡】借助摄影师的慧眼，学习如何观赏旅游景观。

创设真实情境，

激发学习兴趣。

【展示】一组万峰林景观图。

【归纳】观赏旅游景观的方法：

1．审美感受力，

2．审美理解力，

3．审美创造力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学习观赏旅游景观的一般方法。

方法应用

【展示】一组元阳梯田景观图。

应用所学观赏方法，欣赏元阳梯田。

【讲解】观赏人文旅游景观时，应洞悉景观的文化定位，提
高审美素质。

应用观赏方法，体会观赏人文景观，应洞悉景观的文化定位，
渗透人地协调观。

【展示】峡谷、瀑布、湿地、花海景观图。



【讲解】观赏不同旅游景观，要精选观赏点位。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认识精选观赏点位对获得最佳的观赏效
果的重要性。

巩固落实

【练习】观赏点位连连看

学以致用，

落实重点。

案例分析

【展示】长江三峡夔门、浙江杭州“钱塘观潮”、杭州西湖的
“断桥残雪”、海市蜃楼、佛光景观图。

【讲解】观赏旅游景观，要把握观赏时机。

结合实例，认识把握观赏时机，获得最佳观赏效果，提升区
域认知能力。

案例分析

【展示】浙江杭州“西湖十景”示意图。

【讲解】审美创造力。

以“苏堤春晓”为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审美创造力。

案例分析

【展示】资料：清乾隆十六年御定燕京八景为：太液秋风、
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



沟晓月、居庸叠翠。

【讲解】以“卢沟晓月”为例，说明旅游景观“卢沟晓月”
从古至今的变化，体会旅游景观是不断传承并随时代发展的。

选取贴近生活的实例，从旅游景观的'变化的视角，感知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性。

课堂总结

【展示】文津阁景观图。

【归纳】旅游景观的观赏方法。

【总结】“如果没有发现美的眼睛，走遍世界，累的只是自
己的脚，心却丝毫没有愉悦。”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
学们能在旅游过程中发现美，感受美，理解美，创造美，提
高自己的地理实践力，获得高品质的审美享受。

总结、归纳、应用旅游景观的观赏的一般方法，再次落实重
点知识，明确地理实践力的重要性。

高二地理教案设计篇三

（一）知识与技能

1、通过分析“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发展历史”这个案例，说
明在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会产生
不同的影响。

2、通过对美国东北部工业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明确
要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随区域自身的发展，不断的协
调人际关系。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区域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在不同发展阶段，地
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树立
区域可持续发展观和协调的人地关系观。

预习课本内容，填写表格（课件展示表格）

引导学生看课件：青岛20xx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读图思考：
（课件）

匹兹堡附近拥有优质大煤田。但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后，匹
兹堡才逐渐发展成为大型

钢铁基地（学生讨论分析，教师小结）。

课件展示：美国五大湖区工业分布情况探究活动：

1、在图上找出匹兹堡、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
说出它的地理位置特点。

5、分析导致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经济衰退的原因。

让学生在分析讨论这个案例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得出区域发
展的一般规律。引导学生读图思考：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五大湖区人口外迁的原因？看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图：

思考：请你设计一下中国区域发展的模式？

读课本图1—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图。验证了区
域的发展演化规律经历了初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
衰退段。

引导学生联系我国实际来分析如何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



写出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议与意见。

分组讨论以下问题：

1、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某一优势因素，比如矿产、能源、
农副产品、地理区位等，往往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并由此形成支柱产业。就此问题，阐述你的观点。

3、运用所学知识，谈谈在我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哪些
问题？

4、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在全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的外向
型经济迅速崛起，上海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基地面临着空前的
挑战。浦东新区的开发，为上海市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
是，在新时期，上海市仍面临着资源、土地、环境、市场、
进一步对外开放等突出问题。请就此展开讨论，上海市的持
续发展，需要克服哪些限制性因素？如何增强城市发展的活
力。

拓展思考：

区域开发规划是区域科学发展的基础。假如你现在负责青岛
某郊区开发规划的初稿，你将如何开展工作？（学生讨论后
教师小结，然后课件展示）课堂小结（课件展示）课堂练习:

高二地理教案设计篇四

1.使学生了解南方地区的范围、主要地形区、主要河湖、主
要农产品以及南方人民的生活情况。

2.使学生掌握本区优越的气候条件与农林果产的关系、长江
中上游营造防护林的目的和效益、沿海和内地两大工业地带、
主要矿产和能源基地。



3.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培养学生读图用图能力；培养学生
认识人地关系的思维能力；通过填表，培养学生进行区域特
征比较的能力。

4.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结合本区山青水碧、物产富饶，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结合红壤改造、长江中上游防护林
的建设，对学生进行国土整治和环境保护的教育；结合沿海
和内地工业的发展，使学生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
策的教育；结合两首诗词，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

1.山青水碧，鱼米之乡。

2.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3.有色金属和水能资源。

4.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发展。

紫色盆地和红壤丘陵。

讲授法，谈话法。

录像：鱼米之乡，亚热带、热带经济作物和林果，长江1998
年洪灾；投影片：中国地理区域图，南方地区矿产、城市和
铁路分布图与南方地区主要水电站和核电站的分布图（复合
片），红壤，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分布略图，上海市略图；挂
图：南方地区地形图。

【展示投影片】中国地理区域图。

【复习提问】请一同学在投影片上指图说出北方地区的范围、
主要地形区。再请其他几个同学分别说说北方地区的主要农
产品、主要能源基地和工业中心等。

【指图讲述】今天我们学习另一个地区——南方地区。



【板书】第二节南方地区

一、基本概况

1.位置和范围

2.人口和民族

【出示挂图】南方地区地形图。

【读图】请同学上讲台指图说明南方地区的范围，在地图上
找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
长江、珠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

【指图/article/总结】南方地区位于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
原以东，东临东海，南濒南海。它包括长江中下游、南部沿
海和西南各省（区）。面积约占全国的25％，人口约占全国
的55％。

【提问】请说出南方地区有哪些民族？

【讲述】南方地区民族众多，以汉族为主。有30多个少数民
族，其中人数较多的为壮、苗、彝、土家、布依、侗、白、
哈尼、傣、黎等族。

【板书】二、山青水碧，鱼米之乡

【录像】鱼米之乡。

【提问】南方地区为什么成为“鱼米之乡”？

【展示挂图】南方地区地形图。

【指图回答】南方地区河湖众多，盛产淡水鱼等水产品，所
以成为“鱼乡”；该地区位于秦岭一淮河以南，1月平均气温



在0℃以上，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属湿润的亚热带和热
带季风气候，适于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便成为“米乡”。
因此，南方地区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提问】本区除水稻外，还有哪些农作物？一年几熟？

【讲述】本区热量充足，一年可两熟至三熟。除水稻外，小
麦、油菜、棉花、甘薯的产量也很大。

【板书】1.温暖湿润的气候

2.河湖众多，淡水鱼产丰富

3.农作物以水稻、油菜等为主

【提问】南方地区有哪些经济作物？有哪些经济林木和水果？

【录像】亚热带、热带的经济作物和林果。

看完录像后，同学回答，教师板书/article/总结。

【板书】三、亚热带、热带的经济作物和林果

1.经济作物：甘蔗、天然橡胶等

2.水果：柑橘、香蕉、荔枝、桂圆、菠萝、椰子等

3.经济林木：茶、油茶、油桐、漆、竹、杉、樟等

【提问】在这些丰富的经济作物和林果基础上，可发展什么
工业？（制糖、制茶、丝绸、食品、建筑材料等工业）

【板书】四、紫色盆地和红壤丘陵

【展示挂图】南方地区地形图



【指图讲解】紫色盆地指四川盆地。它位于四川省东部。盆
地四周被山岭和高原环绕，盆地内部低山丘陵起伏，只有西
部的成都平原地势较为平坦，有“天府之国”之称。

【提问】（1）四川盆地为什么被称为“紫色盆地”？

（2）四川盆地为什么物产富饶？

学生阅读课文后回答，教师/article/总结。

【/article/总结】四川盆地温暖多雨，周围山地的细沙和泥土
被流水冲积到盆地底部，它们所含的铁、铝等矿物经过氧化，
变成紫红色，久而久之，形成了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所以
四川盆地又被称为“紫色盆地”。

紫红色的岩石经风化而成的土壤，称为紫色土，含有丰富的
磷、钾等养分，比较肥沃。所以四川盆地物产富饶，是全国
重要的粮、棉、油菜、甘蔗、柑橘的重要产区。

【板书】1.紫色盆地

（1）紫色盆地的形成

（2）肥沃的紫色土

【展示投影片】红壤。

【讲述】这是红壤，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丘陵。

【板书】2.红壤丘陵

【提问】红壤有什么特性？如何进行改良和利用？

学生回答后，教师/article/总结。



【/article/总结】红壤是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下发育而成的，含
铁、铝成分较多，有机质少，酸性强，土质粘重，是我国南
方的低产土壤之一，需要改良。改良的途径有：增施有机肥，
补充熟石灰等。

这种酸性土壤中适宜生长茶树、油茶、杉木、马尾松等。当
地人民因地制宜，在红壤丘陵区发展了这些经济林木，并用
以保持水土。

【板书】（1）红壤的性质和改良

（2）红壤的利用

【讲述】南方地区除四川盆地的紫色土、南方丘陵的红壤外，
在平原地区，由于长期种植水稻，发育成为含有机质丰富、
肥沃的水稻土，多呈青灰色。

【板书】3.平原地区肥沃的水稻土

【板书】五、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录像】长江1998年洪灾。

【提问】结合所看录像，回答：为什么要在长江中上游营造
防护林？

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完善。

【讲述】长江每年的输沙量虽然只有黄河的1／3，但长期以
来，由于滥伐森林，陡坡开荒，使长江中上游地区植被大量
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江河湖泊严重淤积，夏季常受洪水威
胁。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就是一次惨重的教训。为避免长江
变成“第二条黄河”，防止长江中上游水土继续流失，减少
洪涝灾害，改善生态环境，营造防护林已势在必行。



【板书】1.营造长江中上游防护林的目的

【展示投影片】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分布略图。

【提问】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包括哪些省？

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图/article/总结。

【/article/总结】长江中、下游的分界是江西的湖口。长江中
上游防护林的范围指湖口以上的青海、四川、云南、贵州、
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10省市145个重点县，
预计30年内造林3亿亩，为保护长江建设起一道宏伟的绿色屏
障。

【提问】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有何效益？

【看书】阅读课本第66页“读一读”。

【回答】到20xx年第一期工程结束时，长江中上游森林覆盖
率将由20％提高到40％左右，每年土壤侵蚀量可以减少40％
以上。各种林木产品的经济收入，每年可新增加约50亿元。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板书】2.长江中上游防护林的范围和效益

高二地理教案设计篇五

“举例说明产业转移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条标准要
求学生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通过实例分析产业转移对转入
区和转出区地理环境有利与不利的影响。

1.了解产业转移的概念。

2.理解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



3.能通过案例分析产业转移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

1.通过图文材料了解什么是产业转移，并通过案例分析使学
生能理解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

2.结合案例理解产业转移对转入区和转出区地理环境有利与
不利的影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3.通过读图，学会利用图表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4.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学会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方法。

1.通过分析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的有利与不利影响，
培养学生“一分为二”辩证看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身边地理现象的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对地理事物的
探究意识，感受家乡经济发展的变迁，树立热爱家乡、报效
家乡的理想。

1.理解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

2.能分析产业转移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

1.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

2.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学案导学法、案例分析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学生：思考问题，小组讨论，展示成果。

教师：及时点评和总结学生的回答。

(1)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市场萎缩;就业压力加大。



(2)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在转型初期确实会遇
到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的出现都是暂时的。对于佛山当前
来说，陶瓷属于夕阳产业，只有它转走了，才能给朝阳产业
腾出发展空间，更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3)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产业结构升
级。

小结：产业转移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分
工与合作、改变区域地理环境、改变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分布。
此外，产业转移的影响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迁出地如
此，迁入地亦然，关键是如何取其有利，弱化不利。

转承：既然产业转移的`影响会有不利的一面，那么蕲春各方
应如何面对呢?

略

1.产业转移的定义是什么?如何分类?

答：产业转移是指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
转移到其他地区。产业转移可分为区域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
转移。

2.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规律是什么?

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呈现出按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向低逐次
转移的规律。

3.为什么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之初都
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答：因为工业化初期缺乏资金、
技术、管理经验，但劳动力价格较低。

4.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有哪些?



答：劳动力因素;内部交易成本因素;市场因素;其他如国际经
济形势的变化，国家政策的调整，原生产地用地紧张、低价
昂贵，环境污染严重等。

5.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改变
区域地理环境;改变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

6.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什么影响?

答：对发达国家而言，原主导产业顺利实现向国外转移，可
使国内的生产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导产业，为产业结构顺利调
整创造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可以加快本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
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7.在产品生产环节的价值链中，各环节有什么差异?

答：从效益高低方面而言，研发、设计环节和品牌、营销环
节的附加值最高，效益高;生产加工环节附加值低，效益低。
从全球分布而言，研发、设计环节和品牌、营销环节主要分
布在发达国家;生产加工环节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8.产业转移是如何改变区域地理环境的?

答：一方面，产业转移改变了区域的地理景观;另一方面，产
业转移伴随着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