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地理必修一教案设计 高一地理必修
三第五章教案(模板8篇)

大班教案的编写还应注重多元评价和反馈机制的建立。您可
以在以下中班教案范文中找到适合自己教学需求的案例。

高一地理必修一教案设计篇一

1. 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自然资源的概念、分类、总体特征以
及陆地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2. 通过学习使学生明确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在科学技术进
步的支持下，其潜力是无限的，使学生学会辨证的看待问题，
同时使学生懂得利用自然资源要有因地制宜的观点、整体的
和综合的观点，对资源的利用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陆地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首先使学生明确陆地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双向的，
即自然资源对人类活动有影响，同时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也
会产生影响。其次，使学生明确本节侧重资源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而人类活动对资源的影响将在后面的学习中涉及。陆
地自然资源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陆地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虽然自然
资源属于自然环境范畴，不决定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发展，
但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自然资源状况、开发利用程度对人
口的发展有较为重要的影响。第二，自然资源必须经过人类
的生产活动，开发其自然属性，使其经济属性得以实现，成
为社会物质财富。对于这一影响教材配有“陆地自然资源是
人类社会生产的基础”示意图，加以说明。第三，以能源的
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为例，说明自然资源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具有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因此分析其影响，不能忽视
其历史发展特性。

教材分析：自然资源

本节教材是在初中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知识的深
化，因此有些在初中已具备的概念，在本节不再涉及，而是
直接应用，对于自然资源的概念，在初中也已经出现过，本
节再次提出，是侧重在资源在人地系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为
了帮助学生理解这个问题，教材为此配备了“陆地自然资源
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示意图，概括说明陆地自然资源
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体现人类社会与陆地环境之
间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的活
动以及人口的发展有可能打破系统的动态平衡，而自然资源
正是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中最能直接利用的部分，在协调
系统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另外了解自然资源的概念时，还
应注意两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既是同一类物
质，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然环境是指人类周围客观存在
的事物，而自然资源是从人类利用的角度理解;第二，能源属
于自然资源，本节包括关于能源的内容。对于自然资源的分
类，由于学生在初中时学过，因此这里以列表的形式出现，
并强调其利用方式。

关于“自然资源的特点”，教材从四个方面突出了自然资源
最重要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其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特点是讲
述自然资源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辨证关系，资源的有限性主要
从三个方面阐述：可利用“量”的有限性;一定空间的有限
性;一定时间内利用能力的有限性。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分析，
使学生明确自然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树立珍惜
和爱护自然资源的观念。资源的无限性，是指资源的潜力是
巨大的，这里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挖掘资源潜力的
作用，使学生能够辨证的看待资源的有限性，对资源的利用
前景充满信心。资源特点的第三和第四点，分别阐述了自然
资源的地域性和整体性。对于地域性，教材从可再生资源和



非可再生资源两个方面说明，可再生资源其分布一般受水热
条件影响显著，因此其分布具有地带性，非可再生资源其分
布受地质作用的制约，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地区资源
的分布各不相同。而在一个地域的资源由于其是自然环境的
组成部分，各种资源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当一
种资源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影响到其他资源发生相应的变化。
教材以热带雨林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气候、森林、土
壤、野生生物等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这两个资源特
点的了解，使学生明确对资源的利用要有因地制宜的观点，
整体的综合的观点。

对于能源的概念及分类，教材主要强调了根据人类利用的技
术水平和利用规模划分的常规能源和新能源，至于其他的划
分方法，教材没有涉及，教师可根据学生情况灵活处理。另
外对于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划分，应使学生明确，一种能源
在没有大规模利用以前，属于新能源，但随着人们对它认识
的深入以及其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新
能源也就成为常规能源了。二者的划分是相对的。

教法建议

本节教材的教学，应注意知识的迁移，教材中图像的运用，
以及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的特点。关于自然资源的概念，
在教学中注意与初中知识应有所区别，应将其深化，可以从
分析教材中的示意图“陆地自然资源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作
用”入手，使学生通过对示意图的分析明确陆地自然资源在
协调人地关系系统中所起的平衡作用。另外在分析示意图时，
教师还应引导学生思考：“陆地自然资源”与“陆地自然环
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资源的分类，教师可以利用教材
中提供的表格说明，必要时，教师可以适当补充实例并将利
用方式细化，使学生对资源的分类能够更清晰。

对于“陆地自然资源的特点”，教师可以选择适当的实例，
从对实例的分析入手，说明其特点。前两个特点具有辨证的



关系，为突出这种关系，教师可以列举同一类资源在不同技
术条件或不同阶段利用状况的不同加以对比说明。“陆地资
源的分布特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知识的迁移，分析
某类可再生资源的分布特点，由此总结得出资源分布的地域
性规律，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如果
此类资源或其分布环境发生变化，在此环境中的其他资源是
否会发生改变，由此得出“陆地资源整体性特点”。教师也
可以利用教材中提供的“雨林破坏对环境的影响”示意图，
首先请学生根据已有的气候及自然带等知识分析热带雨林分
布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由此得出地带性特征。在此基础上
再分析示意图，说明资源的整体性特点。

关于“能源”，教师应使学生明确能源属于资源，并引导学
生根据生活实例说明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能源是哪几种?世界
广泛使用的能源的有哪几种?教材提供的两幅图片中的能源是
否已经被广泛利用?由此明确“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概
念。这部分内容也可放到“陆地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的关
系”中关于能源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部分进行讲述。

关于“陆地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教师可以从引导
学生分析教材提供的“陆地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
础”示意图入手，说明自然资源就其自然属性看，不决定社
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发展，但对人口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且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开发其自然属性，使其经济属性
得以实现，成为社会物质财富。对于自然资源对人类活动影
响的发展史，教师可以引用教材中的实例，以能源的发展变
化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加以说明。使学生可以意识到对于地
理学科某些内容的分析，应从历史思维的角度出发，综合分
析某类地理事物的时空变化特点，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