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地理教案(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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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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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一

第七章

课题

第一节日本

授课课时

两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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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目

标



知识与技能：

1.记住日本的四大岛屿和重要城市名称。

2.记住日本工业的主要分布地区。

3.知道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及火山给人们带来的利与弊。

过程与方法：

1.根据地图，了解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平原狭小，海岸
线曲折多港湾的地形特点。

2.结合日本的国情，分析日本发达的加工贸易经济的发展特
点。

3.运用板块构造学说，解释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

4.在地图上指出日本的地理位置、领土范围和主要组成部分
及重要的城市。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学习本课，使学生懂得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经济
的重要性，懂得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2.学会借鉴他国经验与教训。

教学重点

知识1.2

能力4.2



教学难点

能力2

教学方法

读图导学法、讨论探究法、

教具

板图、地图册、自绘日本图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阶段目标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师生谈话，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说出亚洲人口过亿且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哪一个？（日本）。
请同学们自由交流对日本的了解。大家对日本的了解可真不
少，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日本，对日本做更多的了解。（板
书课题——日本）

（一）地理位置

看图说出日本的地理位置：北半球、东半球、北温带、东临
太平洋、西隔日本海与亚洲大陆相望，并且比较出日本的面
积狭小。

（二）领土组成

1.看课本“日本的地形图”，在图上标出所找的四大岛屿与
七大城市位置，记住它们的名称。

2.观察日本的海岸线有什么特点？（曲折）这对日本的哪些
方面有利？（渔业、造船业、海上运输业和对外经济联系）

3.在图上指出重要的城市名称，并分析城市分布在沿海的原
因。（引导学生根据分层设色地形图可以看出日本大部分地
形是山地和丘陵，仅沿海分布着狭窄的平原，因此许多大城
市都分布在沿海平原）。

（学生用一句话来说出自己对日本的了解：岛国、富士山、
樱花、多地震火山等）。

学生从纬度和海陆位置、半球位置来介绍日本的位置。

学生完成“活动1”的两个内容。

在绘制的板图上，学生填写日本的四大岛屿名称。



学生思考回答。

（三）火山地震：

1.在日本地形图上找出日本的最高峰——富士山，由图例可
以判断它还是什么山？（火山）

2.讨论分析“活动3”的有关问题：

·日本为什么多山、多火山、地震？（日本处在亚欧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交界地带，多火山地震，因为两大板块不断碰撞
挤压，形成很多山）

·日本有很多火山。火山能够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在火
山非活动时，能够利用火山为人类造福吗？（能，火山爆发
后沉降下来的火山灰是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农业生产，火山
在非活动期间，可开辟为旅游地和地理科研基地。）

·我国也是多地震的国家吗？为什么？（是，因为我国也处
在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你了解哪些防震减灾方
面的知识？（学生自由交流）

（四）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从服饰、建筑等方面来了解日本的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学生欣赏富士山图片，感受其美丽。

先让学生根据课外知识的收获来回答，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增加有关防震的知识，学生班上交流对火山地震的有关问题
的认识。



学生自学了解知识。

内化知识，

拓展伸延

课堂总结

知识要点――

亚东太西北东半，四大岛屿海洋圈，

海岸曲折多港湾，七大城市在海边，

地形多山少平原，火山地震板块部。

城市——京靠滨，孤靠户，名古屋最孤独，北九长崎九州住。

检查学生对本节重要知识的掌握情况，强调四大岛屿与七大
城市。

学生根据所讲知识，复习巩固，并在自绘图上写出所学习到
的重点知识。

学生记忆本节重要知识要点，谈谈自己的收获与体会。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二

1、掌握日本的地理位置、领土组成。

2、掌握日本地形特点特点。



3、了解日本国土面积和人口。

4、知道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

1、通过地图教学，强化学生地图的阅读能力、地图学习运用
能力。

2、进行有效的课堂互动，形式多样的组织形式，打破课堂沉
默现象。

3、初步学会学习国家地理的方法和技巧。

1、培养学生生活技能，懂得在自然灾害前面如何自救、避险
等知识。

2、培养学生探索地理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学习习惯。

3、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能让学生在轻松而没有胁迫感的课堂
环境中, 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增强自信。

1、日本的领土组成及地理位置。

2、日本地形特征。

3、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避免课堂上的学生沉默现象。

运用板块学说解释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

《日本地形图》、《世界板块分布示意图》。

利用图表、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法、讲述法、讨论教学法等。

在我国的东部有一个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群岛国家—日本。
日本有“日出之国”、“樱花之国”、“火山地震之邦”的
称呼，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或许你比较熟悉，或许你相当陌



生。你到底又知道日本多少呢？（讨论：根据你所知道的日
本或者与日本有关的说与大家听，看谁说得多？）

对学生的讨论发言，教师进行简单的评说。(大家说的非常好，
老师相信，经过大家在这节课内的认真思考、大胆发言、团
结合作，我们肯定都能对日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简单
而又动情的几句渲染语，将能激发全体学生的进取和热情，
迅速地把全班学生都推入了学习的角色之中，这对整堂课的
教学气氛、教学进度及教学效率都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然
后教师导入新课教学。

1、学生活动：请同学们把地图册打开到《日本》这一页，拿出
《地理填充图》，对照《日本图》在填充图上填注太平洋、
日本海、东海、黄海、朝鲜海峡、俄罗斯、朝鲜、韩国、中
国。

2、学生活动：

（1）请同学们对照《日本图》说出日本领土组成的主要四大
岛屿名称，并指出其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是哪个？(学生回答可
采取分组竞赛等形式，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气氛活跃
起来)

（2）出示《日本轮廓简图》，让学生在《日本轮廓简图》上
填上四大岛屿名称。

（知识拓展）日本北部四个小岛色丹岛、择捉岛、国后岛、
齿舞诸岛也是日本固有领土，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被当时的
苏联占领，至今仍被俄罗斯占有。

3、学生活动：根据2000年统计资料，算一算中国和日本的人
口密度（保留整数位）。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概括日本的面
积和人口情况。（先让班干回答或由班干推选人选，这样，
不仅能很快改变尴尬局面，而且，还能很好地起到示范引领



的作用）

国 家 面积（万千米2） 人口（亿人） 人口密度（人/千米2）

日 本 37.8 1.27 336

中 国 960 12.95 131

通过计算对比，我们知道日本面积狭小，但人口众多，是一
个地狭人稠的群岛国家。

（针对学生的回答，要积极肯定，及时加以鼓励、表扬，努
力增强学生自信心，增添成就感，调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
性。）

教师归纳讨论结果：日本海岸线漫长（3万千米），沿岸多岛
屿、半岛、海湾和天然良港，海上运输便利，对外贸易发达。

5、阅读《日本地形图》，概括分析日本的地形特点：多山的
国家，平原面积狭小。并且要求学生在地图上找出日本最大
的平原—关东平原，日本最高的山峰—富士山。

6、阅读教材p67“阅读”材料—富士山，提供日本的地震、火
山视频及资料

分成两组讨论下列两个问题：

（1）日本群岛为什么多火山地震？如果你遇到地震灾害，如
何避险？

（2）富士山山顶白雪皑皑，山腰森林葱郁，试分析地理原因。

一、东亚岛国

1、地理位置：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部。



2、领土组成 本 州 、北海道、四国、九州 地狭人稠的群岛
国家。

3、海岸线漫长曲折，多天然良港。

二、多山的'地形

1、多山的岛国，平原狭窄

2、火山地震频繁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三

第4课时

第8—9课时

第二节 世界的海陆分布

课 型 新授课

教学目标

1、了解世界的海陆分布比例，掌握世界海陆分布概况

2、区分大陆、岛屿、大洲的概念，掌握七大洲的面积、名称、
分布及各州的分界线

教学重点

七大洲在地球上的分布

教学难点



1、查找各州之间的分界线

2、赤道穿过的大洲和大陆

教学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1课时

引入新课

一、海洋与陆地

2、学生阅读图回答：世界海陆分布的具体比例

3、讨论p28活动1、2，得出结论：地球上任何两个大小相等
的半球，海洋面积都大于陆地面积。

（过渡）世界的海洋和陆地在全球是如何分布的呢？

二、七大洲

（总述）地球上的`陆地被海洋分割成六个大块和无数小块，
以大陆和岛屿的形式散布在海洋中。

看书思考回答：a 什么叫大陆？什么叫岛屿？根据定义，在地
球仪上指出大陆、岛屿、大洲。

教师讲述半岛的含义并在地球仪上指出。

（提问）全球可分为哪几个大洲？



学生先熟悉图2-27，

(讨论)怎样快速的记住七大洲的轮廓？能给七大洲的面积排
序吗？。

展示单独的大洲轮廓图，学生抢答。

学生在地球仪上找出七大洲，而后上台指出

引导学生在地球仪上画出赤道、西经20度和东经160度。讨论
下述问题：

赤道穿过的大洲有哪些？穿过的大陆有哪些？

学生对照地球仪，上台指答

展示“东西半球挂图”，学生识记七大洲的位置，口答p23活
动题

提问：我们所在的大洲是哪个/亚洲的西面是哪个洲？西南面
又是哪个洲？引入洲界的学习。

学生回答，教师在挂图上指出其具体位置。

学生完成p30活动2

（小结）学生小结，教师点拨

第2课时

（复习提问）世界的海陆比例？七大洲的海陆分布？亚欧、
亚非、南北美洲的分界。

三、四大洋



学生带着这些问题预习

根据预习，回答海、海峡、洋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教师结合
地球仪指出，以加深理解。

全球可分为几大洋？各有什么特征？将全班学生分为四组，
分别命名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分组合作进
行自述。

指导学生绘制七大洲轮廓几何图形并在图上填注七大洲、四
大洋的位置

（课堂小结）

结合绘制的板图小结四大洋的位置、各自的特征。洲界、七
大洲的位置

（作业布置）

1、p32活动

2、填表

两侧的大洲沟通的海洋

巴拿马运河

苏伊士运河

板书设计

第二节 世界的海陆分布

一、海洋与陆地



七分海洋，三分陆地

二、七大洲

1、大陆、岛屿、大洲的含义

2、七大洲的名称及分布

3、洲界

亚欧：乌拉尔山、乌啦尔河、大高加索山、土耳其海峡

亚非：苏伊士运河

南北美洲：巴拿马运河

三、四大洋

1、海、洋、海峡的概念

2、四大洋的名称及分布

5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四

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让学生喜欢地理课，就首
先要让学生喜欢地理教师，而教师的魅力有内在的外在的美
并存。内在的美应该是教师的教学水平；外在的美应有以下
几点：教师的言谈举止、主动与学生沟通、鼓励赏识的态度、
耐心细致的帮助等等，总的说来教师应具备教学、师德的高
素质，使学生感受到我的地理教师各方面素质都很棒，提高
我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增强教师的亲合力。



（二）地理课堂模式的探索

自从新课改实施以来，结合地理教学做过大胆的尝试，本学
期仍从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目标出发，对地理课堂做如下尝
试。

1、教学目标的确定

在认真分析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的整
合教学资源，选择对学生有用的地理知识，注重技能的培养，
使学生学会学习地理知识的基本方法，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体现情感、态度、价值观。

2、重点、难点的处理

为克服旧教材知识多、课时紧的现状，对于重点知识的掌握
和难点的突破我多用多媒体教学，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有效
的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大课堂的容量。现代教学手段广
泛应用于地理课堂是本学期地理教学改革大胆尝试的重点内
容之一。

（1）图领全文培养能力

地图是地理学习最主要的工具，在地理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识
图、析图能力的培养非常必要，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一个重
要过程，所以本课我以图为导线，通过学生识图、析图、动
手填图、讨论、交流和师生间填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构建合作式课堂。

（2）知识拓展共同探究

加强地理学科与历史、艺术、军事等学科的整合，使学生感
受到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性，能够做到学以致用，从而激发
学习兴趣。



（3）亲身体验参与实践

地理事物的位置记忆历来是地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我采用
学生亲自布阵的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地理事物的分布位置，
加强了对知识的记忆，符合新课改的要求。

（4）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本学期我将制作了大量的多媒体课件，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促进了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极大的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本学期总的教学设计思路是把新课改的理念最大限度
的应用于地理教学中，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构建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课堂模式。

（三）教学进度安排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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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能用实例说明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2．说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3．通过本节课学习使学生懂得国际合作的价值，初步形成全
球意识。

【教学重点】

1．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及主要领域。

2．联合国的宗旨和组成。

【教学方法】

讨论法、探究法、辩论法

【教学准备】

1．课前将学生分成四组，分别代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
组织的主要官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由学生推
选一们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2．学生预习教材并搜集世界最近时期有关经贸磨擦方面和地
区冲突方面的信息资料以及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
关资料。（教师可具体指定内容，以免学生盲目搜集）按扮
演角色各级别整理好资料，并理好发言稿，推选代表发言。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设计】

师生活动

教师（直接引入新课）：这节课请同学们自己组织召开两个
国际会议，讨论国际间的合作问题（同时板书：国际合作），
主要是讨论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中国的入世问题。教师作为
安南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秘书参加这两次会议。会议前，
我将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情况向同学们作一下简介，以备大
家对讨论中国入世问题的理解：世贸组织是……下面先请同
学们推选的“安南秘书长”先生主持会议。

学生“安南”按会议程序主持会议（教师坐在该生旁边指点
会议如何进行）。

（一）“安南”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讲话：我宣布此次大
会现在开幕，女士们、先生们，世界需要和平，需要共同发
展。现在世界……，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引起了世界各国的`
不安和普遍关注，我现将巴以冲突问题提交大会审议，请大
家讨论研究解决。

（二）巴以双方及安理会会员国代表讨论，然后代表发言。
（教师应提示各方代表：要从自己扮演的角色的角度讨论搜
集到的有关资料，得出各自的观点和解决措施。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表明以军撤不撤军，如何撤军？巴方要
求以方应怎样做，提请大会裁决。）

学生：巴方代表发言，主题是阐述请联合国干预以方并对其
实施制裁的理由（列举以方的行为，如对巴方造成的人员伤
亡，房屋毁坏等损失情况。）

学生：以方代表发言，阐述打击巴方的原因。

学生：其他国家代表发言，阐述各自的观点和解决措施。



（如学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教师应加以引导以体现合作的
精神，估计多数代表发言的观点可能是：以方应立即撤军，
以土地换和平……）

（三）“安南”从代表们的发言中选择合理的解决措施，就
此提请大会审议通过并宣布照此安理会决议执行。

教师：小结，同时建议举行第二个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大
会。同学们组织的联合国安理会开得很好，下面请同学们准
备召开这节课的第二个会议，讨论审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问题。会前大家先看教材图5。9，让学生从中获得国际社会
需要合作的一些启示，然后提示学生。1）中国的代表：围绕
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其他国家有什么
好处，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这几方面思考讨论，
如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一种承诺。2）
其他国家的代表：围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同世界很多国家
先后经历长达二十来年的艰苦谈判历程：中国入世后对世界
各国有什么好外这两方面去讨论思考自己的观点，以便大会
对中国入世问题进行表决。讲座两分钟后教师建议第二个活
动开始。

学生：“总干事”主持会议

（一）“总干事”宣布会议开始，并请中方代表首先发言。

学生：中方代表根据老师的提示作陈述性发言。（中方其他
代表可补充发言）

（二）“总干事”发言阐述其本人对中方过去工作的看法
（看法应是积极的、有利和），并提议世贸组织成员国举手
表决。

学生：世贸组织各成员国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基于两个因
素获得这个结论：大家是中国人，学生的童心会偏向自己的



国家：教师前面的引导）（师生共同鼓掌欢庆）

结束语：这节课，我非常感谢同学们的合作！

板书设计

国际合作

1、很重要：

2、主要领域：政治、经济、文化……

3、联合国的作用：

4、其他国际组织：

教学反思：

由于内容简单，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能很好掌握，教学效果
良好。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六

一、情况分析

本学期，本人承担七年级五个班的地理教学任务，每周每班
由原计划三个课时减为二个课时，课时相对教材内容有些不
足，七年级地理下册教学工作计划。所使用的教材是在国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精神和《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
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指导下编写的人教版地理新教材。新课
标，新教材，新环境，高要求给本人教育教学工作带来新的
挑战。新东方良好的人际关系，先进的教育理念，爱的氛围
为教育教学提供了理想的育人环境。我校坚定不移的全面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理念给了地理学科应有的地位，大多数学



生对地理学科怀有浓厚的兴趣，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环境，
完备的地理教具为地理教学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二、指导思想

在新课标理论的指导下，以学校教导处工作计划为指导，加
强课堂教学，尽快适应网络环境下和计算机辅助下的地理课
堂教学模式，更加高效地完成本学科教学目标。积极参加教
科研活动，努力使教学水平，业务能力有更大的提高，工作
计划《七年级地理下册教学工作计划》。同时，通过传授与
学生生活密切联系的地理知识，传达地理思想，培养学生学
习地理的兴趣和初步能力，最终使学生从“学会地理”，走向
“会学地理”。

三、具体工作

1、抓好常规地理课堂教学。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努力讲好每
一节课；保障每节一练，做到全批全改。

2、认真学习新课标理论，领会新课标精髓，用科学的理论指
导教学实践。

3、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切实做好地课备课资料的'收集，整
理工作，为地理课件的制作准备充分的素材。

4、积极参加计算机培训并不断自学，提高课件的制作水平，
争创优秀课件。

5、申请购置教学必备的地理教具，软件。做好器材的登记，
使用，保管工作。

6、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活动，在教研处，教务处的指导下，努
力使教育教学能力再上新台阶。



7、教学中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结合学科特点，开展学科知
识竞赛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8、认真参与集体备课，精益求精，争创优秀教案。

9、参加听课评课活动。虚心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
高教学水平。

10、拟好复习计划，制定复习提纲，认真组织复习。

11、每次考试后，全面做好每个学生，每个班级的质量分析。
注意发现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