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 世
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模板8篇)

初二教案是为初二年级的学生设计的一种教学计划，旨在指
导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安排和组织。它包括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要素，并通过具
体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活动的设计来帮助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
效果。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五年级教案范文，这些范文包
含了各学科和各单元的教案示例，希望能够为广大教师的备
课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一

本文叙述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德雷魏格纳首创大陆
漂移学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10年。魏格纳在病房的世界
地图上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形状十分吻合，
从而推测太古时代地球上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巨大板块，后
因大陆不断漂移，才形成今天的各个大陆。为了证明自己的
发现，他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找到了许多事实，提出大
陆漂移的假说。

上述内容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每个部分连接自
然，运用“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于是……”“魏格纳
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等过渡句，使文章浑然
一体。阅读这篇课文，能让学生懂得段与段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文中还有很多具有积累价值的词语，如
“洁白宁静、性格豪放、静谧舒适、坐卧不安、不可思议、
浩如烟海、飞渡重洋”，对丰富学生的词汇很有好处。

1.认识7个生字。能借助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体了解课文内容。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把读后的
感受和同学交流。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

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

世界地图、地球仪

1.法布尔长期观察昆虫，成了著名的昆虫学家。今天我们要
阅读的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德国著名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地
球物理学家魏格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10年。魏格纳在病
房的世界地图上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形状
十分吻合，从而推测太古时代地球上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巨
大板块，后因大陆不断漂移，才形成今天的各个大陆。为了
证明自己的发现，他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找到了许多事
实，提出大陆漂移的假说。

2.板书课题，读课题。

3.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会引出什么发现呢？让我们带着这个
问题去阅读课文。

1.标出自然段，画出认读的生字，把带有生字的句子多读几
遍。

2.读认读生字词 理解词义。

3.再读，画出不懂的问题。

1.解释从课题中提出的疑问：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什么？

（1）观察地图和地球仪，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的位置，看看
巴西大陆突出的部分的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去的海岸线形状，
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那样惊人的吻合。



（2）反复读第五自然段，了解魏格纳的“假想”是什么？

2.师：魏格纳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他做了大量艰
苦的考证工作，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证据。结果发现一
份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1）请你快速的读读第七自然段看看魏格纳是怎样进行推理
的。

（2）理解魏格纳是如何进行推理的。

（中龙既见于巴西东部，也见于非洲西南部。

中龙是爬行动物，不可能飞渡重洋。

中龙当时是生活在同一块大陆上的。

所以，巴西和非洲大陆以前是连在一起的。）

3.词句解析：

（1）魏格纳性格豪放，天性好动，在静谧舒适的病房里坐卧
不安，就像软禁在牢笼中的困兽一般。

（“静谧”是宁静的意思，宁静而舒适的病房与魏格纳“豪
放”“好动”的性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魏格纳很不适应病
房的生活，就有了“软禁在牢笼中的困兽一般”的感觉。这
句话引出了下文：由于病房生活的无聊，魏格纳无意识地用
食指在地图上画大陆海岸线，借以消磨时光，引出了故事发
生的起因。）

（2）突然，他的手指慢了下来，停在地图上南美洲上巴西的
一块突出的部分，眼睛却盯住非洲西海岸呈直角凹进的几内
亚湾。瞧！这两个地方的形状竟是这般不可思议地吻合！



（“不可思议”是指不可想象，不能理解。这句话是说，巴
西在南美洲，几内亚湾在非洲，中间隔着浩瀚的大西洋，然
而，巴西陆地的突出部分竟然与几内亚湾的形状非常吻合，
吻合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句话推进了故事的继续发展。）

（3）他开始在各大洲之间的联系和对比中进行考察，在浩如
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大陆漂移的证据。

（“浩如烟海”形容文献资料非常丰富。魏格纳从那么多的
资料中寻找证据，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但他“并不是
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终
于找到了证明这个学说的证据。从“浩如烟海”这个词语中，
我们可以推想出他所经历的艰辛与挫折。）

1.魏格纳为什么能在一张平平常常的世界地图中发现重大的
地理现象？你从中感受到什么？（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反
复论证，是魏格纳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几个因素。）

2.师：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每个部分连接自然，
运用“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于是……”“魏格纳并不
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等过渡句，使文章浑然一体。

3.中心：《世界地图会引出的发现》通过叙述德国地球物理
学家魏格纳首创大陆漂移学说的故事，赞扬了科学家勇于探
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

1.抄写词语。

2.搜集有关“大陆漂移”的知识。

板书设计

8*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



仔细观察 敢于思考

反复求证

（执著）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二

本文叙述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德雷·魏格纳首创大
陆漂移学说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10年。魏格纳在病房的世界地图上发现，非洲
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形状十分吻合，从而推测太古时
代地球上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巨大板块，后因大陆不断漂移，
才形成今天的各个大陆。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他进行了大
量的考证工作，找到了许多事实，提出大陆漂移的假说。

上述内容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每个部分连接自
然，运用“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于是……”“魏格纳
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等过渡句，使文章浑然
一体。阅读这篇课文，能让学生懂得段与段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文中还有很多具有积累价值的词语，如
“洁白宁静、性格豪放、静谧舒适、坐卧不安、不可思议、
浩如烟海、飞渡重洋”，对丰富学生的词汇很有好处。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难点是理解有关的地理知
识。

1.认识7个生字。能借助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体了解课文内容。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着精神，并能把读后
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1．边朗读课文边查阅工具书，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小组内
可进行交流、探讨。

2．简单的说一说文章的主要内容。

1．通过阅读提出疑难问题，同学之间相互讨论解决。

2．师生共同归纳问题，老师指导解决。

问题：

（1）魏格纳的奇妙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他做了些什么？

（2）魏格纳发现了什么重要证据，证明他的假想是正确的？

（3）魏格纳重大的发现靠的是什么？

1．老师指导学生观察世界地图，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的位置，
由此体会魏格纳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

2．反复读第5自然段，理解“大陆漂流”的意思，并用自己
的话说一说魏格纳是如何仔细端详地图的。

3．默读第7自然段，记录下作者进行推理的过程，然后指名
说一说。

4．师生共同交流读书体会，论证魏格纳成功的原因。

指定学生用自己的语言简要的复述故事，其余学生评议、补
充。

相互交流展示自己了解的、搜集的有关“大陆漂移”的知识。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三

读后感一:

魏格纳他性格豪放，天性好动，他应为在无聊的时候，总指
着地图上，各个大陆的海岸线。当他画到南美洲时，他发现
巴西凸出部分跟非洲凹处部分相互吻合。

魏格纳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他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杜彭教授家
里，可杜彭教授却对他说让他不要浪费心急，可魏格纳并不
是一个能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调查它们
是不是相吻合，因此他每份资料读要读懂为止。

后来经过长期的努力研究，魏格纳终于确定了这种假设，并
编成一部《大陆与海洋的起源》。在我们中国有好多像魏格
纳这样的精神。

读后感二: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世界地图引出的一课，这篇课文我受
的启发最大。我认为课文中的魏格纳非常矢志不渝，锲而不
舍，因为教授都叫他不必为此事枉费心机了，可是他的心却
毫不动摇，坚持不懈，不轻易改变自己想。后来他勤奋钻研，
在各大洲之间的联系和对比中进行考察，又在浩如烟海的资
料中寻找大陆漂移证据。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魏格纳成
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并做题为《大陆与海洋的起源》的
演讲，并提出了关于大陆漂移的假说，引起了地质界的震动。
我要好好学习魏格纳这种永不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精神。

读后感三:

今天，我学了《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这篇课文，讲了魏格
纳有一次生病了，在病房里，很安静，他觉得无聊，就指着
世界地图各个大陆的海岸线画，消磨时光。结果无意中发现



巴西的东部和非洲本部不可思议的吻合，他继续观察，发现，
所有大陆都能较好的吻合在一起。第二天，它推开了著名科
学家柯彭教授的大门，教授肯定了他的道理，说：“以前也
曾有人提起过，但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必白费
心机。后来，魏格纳经过长时间的考证，终于成功了。我觉
得魏格纳他处处留心，勤于动脑，也善于动脑，所以才成功
了。

一次，我订了一个航模，自己一开始不按说明书和图纸做的，
很马虎，拼好以后，觉得很乱，拼得很糟糕，不是很漂亮，
该贴的地方没贴，不该贴的地方贴了，飞起来也不行，飞不
远，方向不稳。后来，我又重新装了一遍，而且是照着图纸
认认真真拼的，一边拼还一边思考：这什么要这样装……新
组装的飞机飞起来像一只翱翔在蓝天的雄鹰。

有一句古话：处处留心皆学问。我想所有的人都是天生的科
学家，只要勤于动脑、处处留心、善于动脑，做任何事都会
成功。

读后感四:

1910年的一天，年轻的魏格纳因为生病而住在医院里。他不
喜欢病房里的安静，于是他在病房里转了半天看到了一张世
界地图，他在地球上用手画了好几个地方的图形，魏格纳突
然发现非洲西海岸呈直角凹进的几内亚洲湾正好吻合。于是
他想起了一个好方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专家，最后他
用了许多证据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

读后感五:

今天，我读了第八课《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里面主要讲
了魏格纳因生病在医院里住着。他觉得医院里没意思，用自
己的手指在地图上画。突然他发现地图上每一块陆地都能吻
合。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地质会上演讲了《大陆与海洋的起



源》，提出了关于大陆飘移的假说，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魏格纳很有耐心，如果没有耐心，他怎么知道每一块
陆地都能吻合。他一个一个得对着，一点也不觉得很烦，所
以我觉得魏格纳有耐心。因为魏格纳观察仔细，所以他发现
了别人没有发现的地图奥秘。

是第八课的魏格纳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以后一定要向他学习，
学习他的耐心和仔细观察的优点，对身边的事物、人物进行
观察，为写作文打基础。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四

教材分析：

本文叙述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德雷·魏格纳首创大
陆漂移学说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魏格纳在病房的世界地图上发现，非洲的西
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形状十分吻合，从而推测太古时代地
球上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巨大板块，后因大陆不时漂移，才
形成今天的各个大陆。为了证明自身的发现，他进行了大量
的.考证工作，找到了许多事实，提出大陆漂移的假说。

上述内容是依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每个局部连接自
然，运用“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于是……”“魏格纳
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身想法的人”等过渡句，使文章浑然
一体。阅读这篇课文，能让同学懂得段与段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文中还有很多具有积累价值的词语，如
“洁白宁静、性格豪放、静谧舒适、坐卧不安、不可思议、
浩如烟海、飞渡重洋”，对丰富同学的词汇很有好处。

教学重点：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难点是理解有关的地理知
识。

教学目标

1.认识7个生字。能借助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体了解课文内容。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妙的执着精神，并能把读后
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教学过程：

一、引入：

二、自读课文，感知内容

1．边朗读课文边查阅工具书，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小组内
可进行交流、研讨。

2．简单的说一说文章的主要内容。

三、默读导读和课文，质疑问难

1．通过阅读提出疑难问题，同学之间相互讨论解决。

2．师生一起归纳问题，老师指导解决。

问题：

（1）魏格纳的奇妙的想法是怎样发生的？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他做了些什么？

（2）魏格纳发现了什么重要证据，证明他的假想是正确的？



（3）魏格纳重大的发现靠的是什么？

四、细读课文，解决问题，交流所得

1．老师指导同学观察世界地图，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的位置，
由此体会魏格纳发生这种想法的原因。

2．反复读第5自然段，理解“大陆漂流”的意思，并用自身
的话说一说魏格纳是如何仔细端详地图的。

3．默读第7自然段，记录下作者进行推理的过程，然后指名
说一说。

4．师生一起交流读书体会，论证魏格纳胜利的原因。

五、复述故事

指定同学用自身的语言简要的复述故事，其余同学评议、补
充。

六、交流地理知识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五

这是第七册第二单元安排的一篇略读课文，叙述的是德国地
球物理学家阿尔弗德雷~魏格纳首创大陆漂移学说的故事。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难点是
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

因为是略读课文，所以主要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稍加引导
和点拨。因为有了信息技术的整合，所以对于难点的突破有
了更好的选择。



1、认识七个生字，能借助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
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致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3、运用信息技术，帮助收集资料，理解课文，交流感受。

4、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着精神，并能把读后
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一课时

教师课前收集大陆漂移学说的资料，寻找大陆漂移的动画演
示，准备世界地图、地球仪。

学生利用网络收集跟课文有关的信息

1 导入揭题

出示世界地图，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九十多年前，有一个科学家就从中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一个
地球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来读课文，找答案。

揭题，读题

2 自学课文

要求：读准生字，理解新词，初步感知内容，提出不懂的问
题。

3 自学反馈



学生读生字，正音，齐读。

小组交流问题，组内不能解决的记录下来。

4 师生交流理解大意

课文讲了哪位科学家？

他有什么发现？引导读第5段，质疑。

他是怎么发现的？引导读第2段，打出世界地图，学生对照理
解。质疑。

他有什么证据证明？引导读第7段，

这些证据是如何获得的？交流，说明了什么呢？

5 现在，大家是否已经清楚了魏格纳发现的地球的秘密。

一起观看大陆漂移动画，看完说说你的感想。

6 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搜集资料的收获。

小组交流，专人汇报。

7 结语

大自然、地球、宇宙中未知的秘密还有许许多多，有待于我
们去探索，去发现，只要我们勤于观察，勇于探索，就
像——魏格纳。

8 写感受

在网络平台上完成，互相点评。



9 课外作业

熟读课文，将文中的好词好句摘录下来。

感兴趣的话再去收集资料，了解更多知识。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六

１、认识７个生字。能借助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
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体了解课文内容。

３、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能把读
后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

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

世界地图，地球仪，幻灯片。

一、教师导入

法布尔长期观察昆虫，成了著名的昆虫学家。今天我们要阅
读的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德国著名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地球
物理学家魏格纳的故事。齐读课题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会引
出什么发现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阅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说说初读课文应该做什么？

１、标出自然段，画出认读的生字，把带有生字的句子多读



几遍。

２、再读，画出不懂的问题。

三、反馈自学情况

１、读认读生字词 理解词义。

２、按自然段读课文。

３、提出不懂的问题。

四、解释从课题中提出的疑问：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什
么

１、分组观察地图和地球仪，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的位置，
看看巴西大陆突出的部分的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去的海岸线
形状，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那样惊人的吻合。

２、反复读第五自然段，了解魏格纳的“假想”是什么？

五、

师：魏格纳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他做了大量艰苦
的考证工作，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证据。结果发现一份
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请你快速的读读第七自然段看看魏格
纳是怎样进行推理的。

出示幻灯，理解魏格纳是如何进行推理的。

六、出示课文填空，回顾课文内容

七、魏格纳为什么能在一张平平常常的世界地图中发现重大
的地理现象？你从中感受到什么



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反复论证，是魏格纳获得成功的不可
缺少的几个因素。

八、留作业

１、摘录课文中的好词。

２、课下去查找有关大陆漂移说的其他资料。（选作）

本课是略读课文，但此文对于启发学生平时做事要仔细观察、
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要抓
住两个重点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习课文：

１、魏格纳的奇妙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２、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又做了什么？我在课前准备了大
陆漂移的有关资料、图片和动画，通过多媒体课件演示大陆
漂移的现象，让学生从视觉上直接体会魏格纳的发现。学生
在读中感悟，在看中体会，同时领悟出观察仔细的重要性。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七

本文叙述的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德雷魏格纳首创大陆
漂移学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10年。魏格纳在病房的世界
地图上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形状十分吻合，
从而推测太古时代地球上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巨大板块，后
因大陆不断漂移，才形成今天的各个大陆。为了证明自己的
发现，他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找到了许多事实，提出大
陆漂移的假说。

上述内容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每个部分连接自
然，运用“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于是……”“魏格纳
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等过渡句，使文章浑然
一体。阅读这篇课文，能让学生懂得段与段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文中还有很多具有积累价值的词语，如
“洁白宁静、性格豪放、静谧舒适、坐卧不安、不可思议、
浩如烟海、飞渡重洋”，对丰富学生的词汇很有好处。

1、认识7个生字。能借助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体了解课文内容。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把读后的
感受和同学交流。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

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

世界地图、地球仪

1课时

一、谈话导入

1、法布尔长期观察昆虫，成了著名的昆虫学家。今天我们要
阅读的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德国著名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地
球物理学家魏格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10年。魏格纳在病
房的世界地图上发现，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形状
十分吻合，从而推测太古时代地球上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巨
大板块，后因大陆不断漂移，才形成今天的.各个大陆。为了
证明自己的发现，他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找到了许多事
实，提出大陆漂移的假说。

2、板书课题，读课题。

3、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会引出什么发现呢？让我们带着这个
问题去阅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初步感知

1、标出自然段，画出认读的生字，把带有生字的句子多读几
遍。

2、读认读生字词理解词义。

3、再读，画出不懂的问题。

三、自主探究

1、解释从课题中提出的疑问：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什么？

（1）观察地图和地球仪，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的位置，看看
巴西大陆突出的部分的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去的海岸线形状，
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那样惊人的吻合。

（2）反复读第五自然段，了解魏格纳的“假想”是什么？

2、师：魏格纳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他做了大量艰
苦的考证工作，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证据。结果发现一
份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1）请你快速的读读第七自然段看看魏格纳是怎样进行推理
的。

（2）理解魏格纳是如何进行推理的。

（中龙既见于巴西东部，也见于非洲西南部。

中龙是爬行动物，不可能飞渡重洋。

中龙当时是生活在同一块大陆上的。

所以，巴西和非洲大陆以前是连在一起的。）



3、词句解析：

（1）魏格纳性格豪放，天性好动，在静谧舒适的病房里坐卧
不安，就像软禁在牢笼中的困兽一般。

（“静谧”是宁静的意思，宁静而舒适的病房与魏格纳“豪
放”“好动”的性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魏格纳很不适应病
房的生活，就有了“软禁在牢笼中的困兽一般”的感觉。这
句话引出了下文：由于病房生活的无聊，魏格纳无意识地用
食指在地图上画大陆海岸线，借以消磨时光，引出了故事发
生的起因。）

（2）突然，他的手指慢了下来，停在地图上南美洲上巴西的
一块突出的部分，眼睛却盯住非洲西海岸呈直角凹进的几内
亚湾。瞧！这两个地方的形状竟是这般不可思议地吻合！

（“不可思议”是指不可想象，不能理解。这句话是说，巴
西在南美洲，几内亚湾在非洲，中间隔着浩瀚的大西洋，然
而，巴西陆地的突出部分竟然与几内亚湾的形状非常吻合，
吻合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句话推进了故事的继续发展。）

（3）他开始在各大洲之间的联系和对比中进行考察，在浩如
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大陆漂移的证据。

（“浩如烟海”形容文献资料非常丰富。魏格纳从那么多的
资料中寻找证据，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但他“并不是
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终
于找到了证明这个学说的证据。从“浩如烟海”这个词语中，
我们可以推想出他所经历的艰辛与挫折。）

四、交流感受

1、魏格纳为什么能在一张平平常常的世界地图中发现重大的
地理现象？你从中感受到什么？（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反



复论证，是魏格纳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几个因素。）

2、师：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每个部分连接自然，
运用“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于是……”“魏格纳并不
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等过渡句，使文章浑然一体。

3、中心：《世界地图会引出的发现》通过叙述德国地球物理
学家魏格纳首创大陆漂移学说的故事，赞扬了科学家勇于探
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

五、作业布置

1、抄写词语。

2、搜集有关“大陆漂移”的知识。

8、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

仔细观察敢于思考

反复求证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设计篇八

这是第七册第二单元安排的一篇略读课文，叙述的是德国地
球物理学家阿尔弗德雷~魏格纳首创大陆漂移学说的故事。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难点是
理解有关的地理知识。

因为是略读课文，所以主要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稍加引导
和点拨。因为有了信息技术的整合，所以对于难点的突破有
了更好的选择。



1、认识七个生字，能借助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
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大致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3、运用信息技术，帮助收集资料，理解课文，交流感受。

4、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着精神，并能把读后
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一课时

教师课前收集大陆漂移学说的资料，寻找大陆漂移的动画演
示，准备世界地图、地球仪。

学生利用网络收集跟课文有关的信息

出示世界地图，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九十多年前，有一个科学家就从中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一个
地球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来读课文，找答案。

揭题，读题

要求：读准生字，理解新词，初步感知内容，提出不懂的问
题。

学生读生字，正音，齐读。

小组交流问题，组内不能解决的记录下来。

课文讲了哪位科学家？



他有什么发现？引导读第5段，质疑。

他是怎么发现的？引导读第2段，打出世界地图，学生对照理
解。质疑。

他有什么证据证明？引导读第7段，

这些证据是如何获得的？交流，说明了什么呢？

一起观看大陆漂移动画，看完说说你的感想。

小组交流，专人汇报。

大自然、地球、宇宙中未知的秘密还有许许多多，有待于我
们去探索，去发现，只要我们勤于观察，勇于探索，就像魏
格纳。

在网络平台上完成，互相点评。

熟读课文，将文中的好词好句摘录下来。

感兴趣的话再去收集资料，了解更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