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地球的公转教学反思 地球公转的地
理意义的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地理地球的公转教学反思篇一

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课堂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借
助教学反思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的教学方式，那么应当如何写
教学反思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球公转的地理意
义》的教学反思，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也是难点，难度大，学生空间思维能力
不足，不好理解，尤其是在正午太阳高度的分布规律和计算
方面，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通过利用实验演示、观察动
画，计算比较，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利用课本中楼房的采
光问题加以应用，加深学生的理解，本节学完后要把地理的
自转结合起来考虑，地球的运动及其产生的地理意义，难度
大，我们讲课时放慢进度，同时结合练习进行讲解说明，理
解地理的运动和地理意义。对本节课做一总结：

在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中，由于学生空间思维能力不强，
故通过简易的模型，在讲台上模拟演示了地球公转不同位置
时，太阳直射点的不同位置特点，让学生能够直观的观察到
这一现象，再通过flash的模拟，找到特殊点，最终完成对这
一知识点的落实。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地理学科的实践性，
也让学习更具趣味性。



地理，以图说理。在本节课中，我大量运用图示，通过这种
直观的方式，让学生在图中找规律，用图解释原理。比如说，
用光照图来解决确定房屋的朝向、太阳高度与物体影子长短
的关系、楼间距问题、太阳能热水器等问题是地球运动常考
的`知识，用一系列的图示，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图说理，更
显得直白明了，同时也更加凸显出图在地理中的重要地位，
在学生心中树立了读图用图的观念。

地球公转的意义，看似非常理论高深的问题，而事实上，这
一现象与我们生活实际非常贴近。日影长短的问题，房屋朝
向的问题，楼间距问题，太阳能热水器问题……这些都真真
切切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在这一知识点的学习过程
中，大量的结合了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让学生们体验到更为
生动的地理知识，从而树立了其“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
理”“用地理的思维生活”的观念。

正午太阳高度的分布规律在本节中占有重要一席，而这一知
识点也较为抽象，所以在这点的学习过程中，我运用了学生
合作探究的方式。通过特殊时间下，正午太阳高度分布的图
示，让学生找特殊，然后有特殊推广到普遍。显然，这一方
法在本次学习过程中发挥很好，学生们很好的投入到讨论探
究中，也能够找到特殊情况，并且组内多人的智慧最终得出
相应的结果。

综观本节课，虽然知识点较为难懂，但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化难懂为简单，化理论为生活，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
学习知识。而本节课中亦存在不足，及对知识点的难度把握
不够充分，并没有很好的处理“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
这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

地理地球的公转教学反思篇二

在问题化学习与“一四六”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中，学



生在分组演示地球公转时，几个小组的学生出现了问题，有
的小组公转演示中，没有自传，有的方向弄反了，这些教师
要及时给予指导，指导学生正确演示地球公转。

在近期的问题化学习实践中，从学科的角度看，地理学科比
较适合开展问题化学习，因为很多地理问题与学生生活息息
相关，学生容易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教师只要引导学生规
范提问就可以了。但是学生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对教师的
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既要处理专业知识的问题，又要解决
课堂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等的课堂调控能力，问题化学习
的课堂调控难度很大，教师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寻找解决
这些问题的策略。

在“一四六”课堂教学的实践中，学生提问的时间往往太长，
导致巩固环节、达标检测环节的时间不足；其次，七年级学
生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不具备自主学习能力，需要
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但是班级中的人数太多，老师忙不过来；
在合作探究中，这部分学生就更跟不上了；尝试组内互助，
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全班交流反馈中，学生发现新的问题，这时应该是进行了
深度思考，产生了追问，在解决学生的追问中，完成了学习
目标中的难点问题的解决，体现了问题化学习的深度思考，
体现了问题化学习与“一四六”课堂教学环节的融合，体现
了问题化学习与“一四六”自主发展课堂教学模式的雏形。

地理地球的公转教学反思篇三

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了解地球公转一周后，地球上产生的地理现象。



（二）能力训练点

空间思维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

二、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1．重点：昼夜长短变化和太阳高度变化。

2．难点：太阳直射概念。

3．疑点：极昼的南北极为何冰雪不融。

4．解决办法：图解法。

三、课时安排

2课时。

四、学生活动设计

通过自己一步步绘图逐渐理解知识内容。五、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1．攻破难点：不同方位的太阳直射概念。2．突出重点：太
阳高度和昼夜长短变化。3．了解五带和24节 气。

（二）重点、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1．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



图解直射概念：（教学中发现学生对直射，特别是变换角度
的直射概念不清楚，影响了后面一系列的知识理解和学习，
此处宜作为重点讲解内容。）方法：

（1）画两个如图的弧形a弧、b弧，在弧上各找一点表示一人
所在的地理位置p1、p2；请学生画出此人所在的地平线（过切
点画切线）；讲明直射即太阳光线与地平线的夹角是90度，
请学生画出太阳光线。

（2）在图2上把弧补充为一个完整的圆，并画上地轴（垂直
线）、赤道（水平线），问此时太阳直射点的位置（赤道）。

（3）把图2旋转一个角度（黄赤交角），观察太阳直射点的
位置。从此点平行于赤道画一条纬线，思考这条纬线的特点
（太阳直射的最北点――北回归线，此线上各点一天中都有
直射机会）

（4）思考：太阳直射点的位置可否移动，观察二分二至图，
认识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

练习：一年之中有两次太阳直射机会的地区是：南北回归线
之间。

2．昼夜长短变化

请每位学生画一张夏至日（12月22日）光照图，一位学生在
黑板上画，用以订正。在图上标出南北回归线、晨昏线，把
夜半球涂成阴影。

（1）昼夜长短变化规律

a．教师在图中南北半球各画一条纬线（例图中b、d所在纬线），
学生注明昼弧和夜弧长，观察分析得出结论：太阳直射的南
半球昼长于夜，北半球相反。



b．教师在北半球再添加一条纬线（例图中e所在纬线），学生
观察同一半球不同纬线上的昼夜长短情况，得出结论：纬度
越高昼夜长短变化越大。赤道终年昼夜平分。

c．请学生用纬线标出极昼和极夜范围――极圈概念（例图
中a．f点所在纬线）。

（2）思考：有无全球同时昼夜平分的时候，什么时候？演示
春秋分时太阳直射的位置。

理论上：晨昏圈过极点时，全球纬线被平分，此时为春秋分。

实际中：夏季的昼长转为冬季的昼短的那一天。

3）练习：12月22日下列地区昼长的是b、d，昼最长的是d。

a．伦敦b．悉尼c．北京d．好望角

3．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同一时刻正午太阳高度由直射点向南北两侧递减。因此，太
阳直射点的位置决定着一个地方的正午太阳高度的.大小。

练习：6月22日（夏至）正午太阳高度达最大值的范围是北回
归线以北各地，达最小值的地区是赤道以南各地。

分析：绘图，注明太阳直射点（北回归线）。在北回归线以
北任选一点a，发现这一天太阳直射点离此点最近，此点达一
年中最大值。赤道至北回归线之间有太阳直射机会，故未达
最大值。赤道以南和南回归线以南各选一点b、c，发现此时太
阳直射点离所选点最远，故赤道以南各地正午太阳高度最小。
（不同地区的正午太阳高度）

思考：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大小变化与一年中的气温高低变化



有关吗？画图说明。你能解释极昼的南北极为何冰雪不融了
吧。

（太阳高度角小，冰雪反射率大，冰层厚海拔高。）

4．五带划分：（图略）

以地表获得太阳热量的多少来划分热带、温带、寒带。

热带：南北回归线之间有太阳直射机会，接受太阳辐射最多。

温带：回归线与极圈之间，受热适中，四季明显。

寒带：极圈与极点之间，太阳高度角低，有极昼、极夜现象。

5．四季

（1）从天文含义看四季夏季就是一年中白昼最长、正午太阳
高度最高的季节 。一季三个月，请写出天文四季的春夏秋冬
所包含的月份。

春______夏______秋______冬______

（2）思考：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季含义是什么（气温的高低）。
气候四季包含的月份。

春______夏______秋______冬______

（3）了解24节 气的概念与四季的关系

24节 气是将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轨道平分24份，从春分点开始，
角度每隔15度为一个节 气，约为15天。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
运行会产生天气和季节 的有规律变化，传统农业中农民依此
进行农业生产，有如：“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谚语。



（三）总结、扩展

思考：你知道为什么4年一润吗？

一个回归年=365天5小时48分46秒，每年的365天是回归年的
近似值，一年扔掉近6小时，故4年一润，闰年为366天。另有
其它历法计算余、损数值。

六、布置作业

题1 读右图”极地投影太阳光照图”（虚线表示极圈和回归
线，阴影部分表示黑夜），回答下列问题。

（1）该图反映的日期是6月22日前后，太阳直射点的地理坐
标是45e，0

（此图所画半球逆时针旋转，为北半球，北极圈里是极昼，
此日是夏至6月22日）

（2）abc是晨昏线，其中晨线为bc段。（晨昏线与太阳光线永
远垂直，此图逆时针旋转，地球上各地在ab弧处由昼进入夜，
在bc弧处由夜进入昼，为晨线。）

（3）此时a、b、d、e四地的地方时应是a15时，b6时，d21
时，e12时。

（太阳最高点为正午12点，纬线周长被均分为24小时。）

（4）此时a、e昼夜长短是a24小时昼，e12小时昼。

（5）再过三个月，b地处在什么初秋季节 （三个月后，太阳
直射点由北半球移向赤道，并将继续向南半球移动。）

题2 设计一个表盘，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纬度任意一天的太高



度角。

教师指导：盘1太阳直射点纬度范围，从2326n――2326s。

盘2太阳高度角范围。

盘3地理纬度值，三盘叠加在一起。

七、板书设计

地理地球的公转教学反思篇四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也是难点，难度大，学生空间思维能力
不足，不好理解，尤其是在正午太阳高度的分布规律和计算
方面，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通过利用实验演示、观察动
画，计算比较，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利用课本中楼房的采
光问题加以应用，加深学生的理解，本节学完后要把地理的
自转结合起来考虑，地球的运动及其产生的地理意义，难度
大，我们讲课时放慢进度，同时结合练习进行讲解说明，理
解地理的运动和地理意义。对本节课做一总结：

一、实验演示，直观深刻

在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中，由于学生空间思维能力不强，
故通过简易的模型，在讲台上模拟演示了地球公转不同位置
时，太阳直射点的不同位置特点，让学生能够直观的观察到
这一现象，再通过flash的模拟，找到特殊点，最终完成对这
一知识点的落实。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地理学科的实践性，
也让学习更具趣味性。

二、以图说理，简洁明了

地理，以图说理。在本节课中，我大量运用图示，通过这种
直观的方式，让学生在图中找规律，用图解释原理。比如说，



用光照图来解决确定房屋的朝向、太阳高度与物体影子长短
的关系、楼间距问题、太阳能热水器等问题是地球运动常考
的知识，用一系列的图示，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图说理，更
显得直白明了，同时也更加凸显出图在地理中的重要地位，
在学生心中树立了读图用图的观念。

三、生活案例，生动贴切

地球公转的意义，看似非常理论高深的问题，而事实上，这
一现象与我们生活实际非常贴近。日影长短的问题，房屋朝
向的问题，楼间距问题，太阳能热水器问题……这些都真真
切切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在这一知识点的学习过程
中，大量的结合了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让学生们体验到更为
生动的地理知识，从而树立了其“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
理”“用地理的.思维生活”的观念。

四、合作探究，发现问题

正午太阳高度的分布规律在本节中占有重要一席，而这一知
识点也较为抽象，所以在这点的学习过程中，我运用了学生
合作探究的方式。通过特殊时间下，正午太阳高度分布的图
示，让学生找特殊，然后有特殊推广到普遍。显然，这一方
法在本次学习过程中发挥很好，学生们很好的投入到讨论探
究中，也能够找到特殊情况，并且组内多人的智慧最终得出
相应的结果。

综观本节课，虽然知识点较为难懂，但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化难懂为简单，化理论为生活，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
学习知识。而本节课中亦存在不足，及对知识点的难度把握
不够充分，并没有很好的处理“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
这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



地理地球的公转教学反思篇五

从教参上看，人类认识地球在公转经历了长期而有艰难的过
程，虽然我们的学生多数通过阅读书籍已经知道地球围绕太
阳公转，但是到底人们是怎么发现地球在公转?有哪些证据能
够说明地球在公转?学生知道的只是一个纯粹的结论，而不知
道该结论从何而来，这也正是本课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既
要让学生经历人类发现地球公转的过程，寻求地球公转的证
据，又要让学生了解人类探索地球公转的历史，让他们知道
任何科学发现都需要漫长的过程，科学结论的得出切实可靠
的有效证据，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结论的得
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和证据。

在这节课前，我问你认为地球在公转吗?几乎90%的学生都认
为地球在公转，他们的知识多数来源于科普书籍或家庭教育，
但这种先前知识中几乎不存在提供科学证据证明地球公转，
更多地在描述地球公转的特征(我从一些科普书上看到一般包
括包括轨道、方向、周期等等)知识信息，既然学生多数已经
知道该问题的结论了。因此重点也就放在寻找科学证据上证
明上，体验科学家探索的历程。

在处理模拟实验这个环节时，我首先让学生讨论了第一副图
中在不同位置观察星星会有哪些不同?在充分讨论的前提下，
让学生通过看书尝试说说这个模拟实验该如何操作，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老师在这里可以设置问题引导：如用什么代替
星星比较合适?模拟地球公转时怎么站位?为什么要被对着太
阳?观察几次比较合适等等，更要提示学生及时做好记录。这
个环节里面，我觉得实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操作，但是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两颗星星的位置间距多少比较合理?离地球公
转轨道的距离多少?这直接影响到学生观察到的星星之间形成
的偏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学生观察
到的数据都是自己估计出来的'，误差比较大。当然实验后，
学生都能观察到星星之间的视差，并且随着星星距离我们位
置的不同，视差也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