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地理水知识框架 高中地理教
研组教学设计(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地理水知识框架篇一

知识与技能

1.认识与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特点

2.了解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3.运用地理环境差异性的原理,分析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现象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激发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
度,提高地理审美情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自然带的形成。

2.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的变化规律。

教学难点



陆地环境的地域性分异规律。

教学过程

【导入】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复习提问]

1.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产生的根本原因?

答:地理要素间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2.自然地理环境的两个整体功能是什么?

答:生产功能和平衡功能。

3.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两个表现是什么?

答: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地理要素的变化
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出示景观图片“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内蒙古草原”)(经
济发达地区的教师也可将不同学生在旅游中所看到的不同的
自然风光、自然景观作对比)

师:这两幅风光迥异的图片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具有什么特
点?

生: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差异性。

师:对。我们刚刚学习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但自然地理环境
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差异性。

【讲授】第二节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师:从整体上看,全球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上面两
幅图的差异又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地球表面各地之间又存在
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地域差异在自然地理环境中是普
遍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只有相似的区域,但不可能存在两
个自然状况完全相同的区域。

(出示图片“五带的划分”)

师:这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中哪个因素在空间上的分异?

生:温度。

师:这种分异的尺度范围是什么?

生:全球性的尺度。

师:对。我们在旅行中所感受到的其他地区和我们家乡的差异
所体现的是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这种地域分异的规模比全球
性的地域分异规模小。

(提问)陆地上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气候类型?

生:由于各地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不同,所产生的热量
和水分的组合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气候类型。

师:请说一说,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动物、植物都有着怎样
的特点。

(生讨论,师总结)在热带雨林中,长年高温多雨,植被常绿,树
种繁多,层次复杂,生长茂盛,林内藤本植物纵横交错,附生植
物随处可见。森林中的动物种类丰富多样,但茂密的森林使动
物行走不便,因而地面上几乎没有善长奔走和长跑的动物,而
多营巢树栖、攀缘生活、耐湿热的动物。

师:那么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动、植物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生讨论,师总结)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典型植被为草类,耐干旱,
根系发达。草原开阔而平坦,动物善于奔跑以逃生或捕食。

师:从对以上分析知道,自然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但在某一地域范围内又表现为景观上的一致性,自然环境的整
体性和差异性是辩证统一的。

(出示图片“世界陆地自然带的分布”)

师:请同学们结合刚才的分析并观察这幅图片,归纳出“自然
带”的概念。

生:在陆地上,由相应的气候、植被和土壤共同形成了一种地
域组合,在空间上具有一定宽度、呈带状分布的现象。

师:很好。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陆地自然带的分布是有
规律的。

(出示图片“热带雨林景观”和“苔原景观”)

师:请分析造成这两种景观差别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

生:热量因素。从赤道到两极太阳辐射逐渐递减,热带雨林分
布在赤道地区,苔原分布于高纬度的寒冷地区。

生:苔原带、针叶林带、热带雨林带都是横穿整个陆地的。

师:这三个自然带的分布有什么规律?

生:苔原带和针叶林带在高纬度地区,热带雨林带分布在低纬
度地区。

师:自然带在中纬度地区的分布有着怎样的特点?为什么?

生:在中纬度地区主要是受到海陆分布的影响。自然带并不像



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区那样横穿整个陆地,而是在大陆东岸、西
岸和内部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组合。

师:对。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说一
说在中纬度大陆东岸自然带的组合类型。

生:在中纬度大陆东岸纬度从低到高依次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针阔混交林带。

师:在中纬度大陆西岸自然带有着怎样的分异规律?

生:在大陆西岸纬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温
带落叶阔叶林带。

生: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是在地中海气候下发育的植被类型,
而同纬度大陆东岸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师:那么请大家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

生:大陆东西两岸气候类型不同。

师:具体说有何不同呢?

生: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冬天温和多雨;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天高温多雨,冬天寒冷干燥。

师:不错。(出示图片亚热带常绿硬叶林代表植物——橄榄的
叶子和果实特征,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树种外表特征作分析比
较)

(生讨论,师总结)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植物为了减少蒸
腾作用大量散失水分,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气候,硬叶林带的植
物通常皮厚叶小,表面有腊质,果实的皮也较厚;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植物的叶片较大,表面也无腊质,原因是这里的气候特征
是雨热同期,植物有足够的水分供应蒸腾作用。



师:中纬度的大陆内部又有着怎样的组合类型呢?

生:有着两种组合。中部的亚热带和温带荒漠带、两侧的热带
草原和温带草原。

师:对。这种从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是以热量为基础的,当
然也有水分条件的参与。

课后小结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异性是有规律的。
我们这节课主要是认识到其差异性。

高中地理水知识框架篇二

1.该生政治立场坚定，有优良的品德和良好的文明行为，尊
师守纪，待人热情，团结同学，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表现积
极，上进心强，积极锻炼身体。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劲头足，
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是一个上进心强的学生。

2.该生在校期间，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主动学习各类书刊杂
志，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积极参加学
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表现出了较高的集体荣誉感和团
队精神，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学习态度较好，认真听课，善
于总结，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在生活中，能够主动帮助
有困难的学生，积极主动协助老师和班委会成员完成所布置
的各项任务，得到了班级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他是一名
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3.作为一名优秀高中生，该生在校遵守校纪校规及中学生守
则。在社会实践中坚持四象基本原则，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旗帜，拥护党的威严，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爱
国守法，立志做合格公民。在校刻苦学习，勤学好问，积极
钻研，战胜挫折，努力拼搏，成绩优秀认真塌实。团结同学，



尊敬师长，孝敬父母，乐于助人。明理是非，立志卓越完美。
热爱体育，坚持锻炼，身心健康，积极活跃，兴趣爱好广泛。
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各项学校和社会的公益活动，是一名品
学兼优的优秀高中生!

4.该生作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在社会实践中高举邓小平理
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时刻
以“八荣八耻”作为人生的基本准则，拥护党的领导，遵守
中学生准则，遵纪守法，做合格公民。在构建以民为本的和
谐社会中绽放光彩，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校珍惜时间，刻苦学习，勤奋好学，积极钻研，敢于拼搏，
努力上进，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孝敬父母，乐于助人。积
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爱好广泛，热爱劳动，身体健康。是
一名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高中生。

5.该生遵守校纪校规，在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孝敬父母，
坚持体育锻炼。有良好的生理素质，积极参加各项学校和社
会的公益活动。刻苦学习，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秀，遇事
沉着冷静，有明确的是非观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热爱祖国，
热爱共产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四象基本原则。
立志服务社会，是一名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高中生。

7.该生遵守校纪校规，在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孝敬父母，
体育锻炼。有的生理素质，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公益活动。刻
苦学习，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秀，遇事沉着冷静，有的是
非观和的心理素质。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四象原则。
立志服务社会，是一名在德智体美劳发展的优秀高中生。

8.该生一名优秀的高中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学习“”思想
并时刻以“八荣八耻”人生的准则，拥护，遵守中学生准则，
遵纪守法，做合格公民。在以民为本的社会中绽放光彩，为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在校珍惜，刻苦学习，勤奋好学，
钻研，敢于拼搏，努力上进，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孝敬父
母，乐于助人。参加公益活动。爱好，热爱劳动，身体健康。



是一名在德智体美劳发展的优秀高中生。

9.一名优秀高中生，该生在校遵守校纪校规及中学生守则。
在社会实践中四象原则，，拥护威严，学习“”思想，牢
记“八荣八耻”，爱国守法，立志做合格公民。在校刻苦学
习，勤学好问，钻研，战胜挫折，努力拼搏，成绩优秀塌实。
团结同学，尊敬师长，孝敬父母，乐于助人。明理是非，立
志卓越完美。热爱体育，锻炼，身心健康，活跃，兴趣爱好。
热爱劳动，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公益活动，是一名品学兼优的
优秀高中生!

10.上帝给人以记忆，便留住了你的自信，坚强和乐观，你为
人谦虚诚实，待人真诚，你展示给别人的永远是一种温和与
友好。你对待工作从不马虎，遇事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有
一定的主见，能正视自己的得失，有较强的自尊心和自觉性。
在学习的道路上你不断努力，并不断进步，虽然现在的成绩
还不理想，我想这与你时间抓不紧有关。现在初中学业已接
近尾声，望你再坚强一些，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高中地理水知识框架篇三

在新课标中，对《城市化》的第一个小知识点“城市化”有
如下要求：运用有关资料，概括城市化的过程和特点。对于
上述内容，课标还提出了活动建议：收集所在城市不同时期
的地图、照片，或进行走访，讨论城市的变化，交流感想。

本次课程内容主要学习四个内容，根据上面课标的要求，本
节课不仅要求学生对城市化有理性的概念及特点的认识，还
要求学生在感性上去感知城市化。同时，课标说明了本节内
容的教学方法，运用图片对比及学生参与活动来让学生对城
市化形成更深的认识。

本次课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城市化的概念及其过程；二是衡
量城市化的标志；三是推动城市化的的动力；四是城市化的
影响。重点为城市化的概念及其过程；城市化的特点；推动
城市化的的动力。难点是城市化特点的概括。对于“城市化
的影响”这一内容，只要求简单了解。

“城市化”研究是我们身边的地理现象，从学生的已有基础
知识来看，他们对城市化有一定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往往是
粗浅的、片面的，本节教学将以图片、讲解及分组讨论等形
式引导学生更加理性、深入地了解城市化相关问题。

在前两节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与服务功能
的特征之后，本节教材主要从动态的角度探讨城市化。

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学习。主要以讲解+小组讨
论为主。

过程与方法：

1、展示武汉的一些照片，让学生从感知上认识城市。2、展
示课本图片，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习城市化的定义。3、以城市



化的概念入手，讲解衡量城市化的标志。

4、小组讨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

5、展示城市化前后的建筑、交通、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图片，
让学生理解城市化的影响。

通过学习，让学生对城市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并通过小组合
作讨论，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

讲解法、演示法、小组讨论实验法

先引导学生看图例，并提出问题“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等
级及数量上有哪些变化？”，然后让学生观察图片并进行思
考，在此期间，将我国城市等级分类标准补充到板书上，最
后请一位学生进行回答，并对其回答进行判断和补充。4、由
上面的环节归纳出城市化的概念。

c、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

d、城市数量增加

7、由上面的题目二，提出“我国最近几年出现的大量农民工
涌进城市与城市化的关系”这一问题，并进行解释，解释时
说明这只代表老师个人观点。

8、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并提出问题“是什么原因推动向农民
工等农村人涌向城市，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有哪些？”，根据
班级学生情况，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别分析使农业人
口离开农村的原因有哪些，吸引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原因有
哪些，并结合自己身边的事例进行说明分析。总结学生讨论
结果，并不断进行解释、补充。

展示课本上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驱动示意图》，以比



较形象的方式让学生对推动城市化的动力进行学习。

9、展示城市化前后的建筑、交通、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图片，
让学生理解城市化的影响。10、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总
结回顾，并指出本节课的重难点。

高中地理水知识框架篇四

知识与技能

1、认识与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特点

2、了解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3、运用地理环境差异性的原理，分析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现
象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激发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
态度，提高地理审美情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自然带的形成。

2、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的变化规律。

教学难点

陆地环境的地域性分异规律。



教学过程

【导入】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复习提问]

1、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产生的根本原因?

答：地理要素间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2、自然地理环境的两个整体功能是什么?

答：生产功能和平衡功能。

3、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两个表现是什么?

答：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地理要素的变化
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出示景观图片“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内蒙古草原”)(经
济发达地区的教师也可将不同学生在旅游中所看到的不同的
自然风光、自然景观作对比)

师：这两幅风光迥异的图片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具有什么特
点?

生：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差异性。

师：对。我们刚刚学习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但自然地理环
境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差异性。

【讲授】第二节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师：从整体上看，全球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上
面两幅图的差异又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地球表面各地之间



又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地域差异在自然地理环
境中是普遍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只有相似的区域，但不
可能存在两个自然状况完全相同的区域。

(出示图片“五带的划分”)

师：这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中哪个因素在空间上的分异?

生：温度。

师：这种分异的尺度范围是什么?

生：全球性的尺度。

师：对。我们在旅行中所感受到的其他地区和我们家乡的差
异所体现的是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这种地域分异的规模比
全球性的地域分异规模小。

(提问)陆地上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气候类型?

生：由于各地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不同，所产生的热
量和水分的组合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气候类型。

师：请说一说，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动物、植物都有着怎
样的特点。

(生讨论，师总结)在热带雨林中，长年高温多雨，植被常绿，
树种繁多，层次复杂，生长茂盛，林内藤本植物纵横交错，
附生植物随处可见。森林中的动物种类丰富多样，但茂密的
森林使动物行走不便，因而地面上几乎没有善长奔走和长跑
的动物，而多营巢树栖、攀缘生活、耐湿热的动物。

师：那么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动、植物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生讨论，师总结)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典型植被为草类，耐



干旱，根系发达。草原开阔而平坦，动物善于奔跑以逃生或
捕食。

师：从对以上分析知道，自然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性，但在某一地域范围内又表现为景观上的一致性，自然环
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是辩证统一的。

(出示图片“世界陆地自然带的分布”)

师：请同学们结合刚才的分析并观察这幅图片，归纳出“自
然带”的概念。

生：在陆地上，由相应的气候、植被和土壤共同形成了一种
地域组合，在空间上具有一定宽度、呈带状分布的现象。

师：很好。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陆地自然带的分布是
有规律的。

(出示图片“热带雨林景观”和“苔原景观”)

师：请分析造成这两种景观差别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

生：热量因素。从赤道到两极太阳辐射逐渐递减，热带雨林
分布在赤道地区，苔原分布于高纬度的寒冷地区。

生：苔原带、针叶林带、热带雨林带都是横穿整个陆地的。

师：这三个自然带的分布有什么规律?

生：苔原带和针叶林带在高纬度地区，热带雨林带分布在低
纬度地区。

师：自然带在中纬度地区的分布有着怎样的特点?为什么?

生：在中纬度地区主要是受到海陆分布的影响。自然带并不



像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区那样横穿整个陆地，而是在大陆东岸、
西岸和内部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组合。

师：对。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说
一说在中纬度大陆东岸自然带的组合类型。

生：在中纬度大陆东岸纬度从低到高依次是亚 热带常绿阔叶
林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针阔混交林带。

师：在中纬度大陆西岸自然带有着怎样的分异规律?

生：在大陆西岸纬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亚 热带常绿硬叶林带、
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生：亚 热带常绿硬叶林带是在地中海气候下发育的植被类型，
而同纬度大陆东岸是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师：那么请大家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

生：大陆东西两岸气候类型不同。

师：具体说有何不同呢?

生：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冬天温和多雨;亚 热带季风
气候夏天高温多雨，冬天寒冷干燥。

师：不错。(出示图片亚 热带常绿硬叶林代表植物——橄榄
的叶子和果实特征，和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树种外表特征作分
析比较)

(生讨论，师总结)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植物为了减少
蒸腾作用大量散失水分，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气候，硬叶林带
的植物通常皮厚叶小，表面有腊质，果实的皮也较厚;亚 热
带常绿阔叶林植物的叶片较大，表面也无腊质，原因是这里
的气候特征是雨热同期，植物有足够的水分供应蒸腾作用。



师：中纬度的大陆内部又有着怎样的组合类型呢?

生：有着两种组合。中部的亚 热带和温带荒漠带、两侧的热
带草原和温带草原。

师：对。这种从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是以热量为基础的，
当然也有水分条件的参与。

课堂小结

课后小结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异性是有规律
的。我们这节课主要是认识到其差异性。

课后习题

1、下列地域分异规律以水分为基础的是：()

a、天山博格达峰从山麓到山顶自然带有明显的更替变化

b、在同一海拔高度上珠穆朗玛峰南北坡植被不同

c、从连云港坐火车向西到乌鲁木齐，沿途看到的植被景观的
变化

d、从广州沿京广铁路坐火车北上，沿途看到的植被景观的变
化

古诗云：“才从塞北踏冰雪，又向江南看杏花。”据此完
成2~3题。

2、从地理学角度看，它描述的是()



a、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b、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
规律

c、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规律d、非地带性规律

3、塞北到江南景观的差异，产生的基础是()

a、水分b、光照c、土壤d、热量

4、位于亚欧大陆35°~50°n之间大陆东部的自然带是()

a、温带草原带

b、亚寒带针叶林

c、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d、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高中地理水知识框架篇五

教学目标：

1．能用简单器材设计火山形成的模拟实验；会查阅书刊和网
络以及其他信息源；能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述研究过程和
结果；能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分析和解读数据，对现象做出合
理的解释。

2．愿意合作交流，喜欢大胆想象；能从自然中获得美的体验；
意识到火山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好处，也会给人来带来负面影
响。

3．认识火山的成因；认识地球内部的构造及变化；了解火山
的利与弊。



本课探究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基础：

酒精灯的使用，了解地球内部结构。

教学过程描述：

一、导入新课

今天老师给你们推荐一个旅游的好去处。这儿不仅风景优美，
而且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欣赏吧。

（播放课件：青岛市竹岔岛火山遗址，重点让大家看火山喷
发后形成的火山石）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这儿曾经发生过哪种自然现象？（火山喷
发）对，这儿就是青岛市的一处火山遗址，大家看到的这个
小池塘就是当时的火山口。那么，火山喷发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2课火山。

（板书课题2.火山）

二、研究火山形成的原因

1．提出并确定研究问题。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有条件的教师可以用电脑记录，在
后面学生交流资料时，教师将每一研究过的问题用字体颜色
的变化标出，如将字体变成绿色，表示已解决。）

同学们提出了这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我们先来研究哪
个呢？

（学生自由发言）

好，这节课我们就先来研究火山形成的原因。



2．推测火山成因。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段火山喷发时的录像，仔细看火
山喷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播放课件：火山喷发时的情景。课件内容突出火山喷发时
岩浆喷出高度、岩浆的温度）

火山喷发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景象？

（学生发言描述，引导学生说出火山喷发时岩浆很热、喷出
的高度很高）

看到这些情景，你能不能推想地球内部的情况呢？

（学生自由回答，学生说出地球内部高温、高压后，教师板
书：高温高压）

好，依据以上我们掌握的信息，小组内同学商量商量，推测
一下火山是怎么形成的。

（学生交流）

谁来说一说你们的推测。

（学生自由回答）

小结：地球内部压力非常大、温度非常高，在高温、高压的
作用下岩浆会不停运动，从地壳薄弱的地方喷出，形成火山。

3．指导实验探究。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可以利用实验进行验证。为了做好
这个实验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材料：番茄酱、泡沫板、打
孔器、酒精灯、三脚架。看一下，利用这些材料能不能设计



模拟火山形成的实验，这些材料分别代替自然界中的哪些事
物。

（学生设计方案，教师巡回倾听学生的思路）

谁来代表你们组说一说你们的实验方案。

（学生汇报实验方案）

对于他们的实验设计，你有哪些补充意见？

（学生交流）

哪位同学再来完整的说一说实验的步骤，这些材料分别代替
自然界中的哪些事物。

（可以指一位学生向大家作演示）

实验中，你认为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学生交流，需要提醒大家泡沫板上的小孔要穿透，提醒大
家注意实验安全，介绍隔热手套和湿抹布的用处。）

请大家开始实验。

（实验时间为8分钟。实验器材每四人一组，每组的实验装置
为：三脚架、圆口小铁盒、比小铁盒圆口略大些的泡沫板，
加入白醋稀释的番茄酱、内径小于一厘米的打孔器、酒精灯、
火柴以及湿抹布、隔热手套等安全保护设备。向铁盒内加入
番茄酱后，加热3至5分钟，番茄酱会从泡沫板上的小孔喷出）

（学生实验，教师巡视。巡视中，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
象）

4．汇报交流得出结论。



实验中，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学生自由回答）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呢？

（学生自由回答）

现在，谁能准确地说说火山是怎么形成的？

（学生自由回答）

小结：地球内部的岩浆在高温高压下的作用下，不断补充，
压力也越来越大，岩浆遇到地壳薄弱处就会喷出爆发，形成
火山。

三、交流搜集到的有关火山的资料

研究了火山形成原因，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课前，
老师让你们搜集了火山的资料，请大家交流一下，看能解决
哪些问题。

（学生交流资料）

（学生交流资料内容应该设计到火山的分布、利弊、种类、
火山旅游资源。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让学生提前制作幻灯片，
让学生利用多媒体来展示自己的资料）

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组关于火山形成原因的资料？

（学生自由交流，教师引导交流火山的分布、利弊、种类，
并根据学生的交流内容适时播放课件）

四、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活动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青岛竹岔岛火山风景之外，还有很多著
名的火山风景，希望大家继续搜集有关资料，设计一份《火
山旅游报》，也可以设计一份“火山分布图”，下节课我们
再交流展示。

1.《马说》的教学设计

2.《阳光》的教学设计

3.《比本领》的教学设计

4.《示儿》的教学设计

5.狼的教学设计

的教学设计

7.功率的教学设计

8.秒的教学设计

9.字的教学设计

10.早的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