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模板8篇)
编写幼儿园教案需要根据幼儿的成长特点和学习需求进行有
针对性的设计。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二年级阅读教案，供大
家参考学习。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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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世界地图或地球仪。

2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可以先引导学生自读，要求学
生边读书边查阅工具书，理解生字新词，初步感知内容，并
提出不懂的问题。学生自学后，可以通过检查朗读和提出疑
难问题的方式进行反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有的可以同学
间相互解决，有的可以留待深入阅读时理解。

接着，按照课文前的阅读提示，让学生边读书边思考：魏格
纳的奇妙想法是怎样产生的？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做了些什
么？学生充分读书后，同桌之间或小组内相互交流。

最后，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简要地复述故事，并能把读后
的感受与同学进行交流。

3学生交流读书所得时，教师可以重点指导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学生观察世界地图或地球仪，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
的位置，看看巴西大陆突出部分的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的海
岸线形状，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那样惊人的吻合。

（2）反复读第5自然段，了解魏格纳的“假想”是什么，理解
“大陆漂移”的意思；并联系上文，体会魏格纳的这一假想
是在反复地、仔细地端详地图上的一块块陆地和一条条海岸
线的形状之后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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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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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文内容，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初步学会边观察边思考的良好思维习惯和推理能力，体会
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能和同学们交流
读后的感受。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体会魏格纳勇于探索大自
然奥秘的执著精神。

3、出示课题，读题。

1、请同学们尝试用五分钟时间想办法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最难的或最喜欢的部分可以再反复地读一读，看谁最会利用
时间。

2、时间到！认为自己已经把课文读通顺的同学请把小腰板挺
挺直。真自信！请同学们翻到书第35页，这里有个《词语盘
点》，它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检查学习效果的。 看！读读
记记中除了前两个，后面的词语全来自于我们这篇课文，请
同桌马上互相检查一下。

3、同学们互帮互助学得可认真了！刚才老师发现有同学读第
二段课文有困难，确实这一段真的很难！现在你再去读一读
一定会感觉顺畅许多！快，开始吧！

4、看到同学们的认真劲儿，我想把课文读通肯定没问题了，
接下来让我们把课文读懂。大家知道略读课文前面都会有一
段话提示我们怎么读懂课文，这段话又给了我们哪些提示呢？
赶快读一读，划一划。交流。

1、好，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静静地默读思考，并在书上做
做相应的记号。

2、刚才大家根据学习提示再次默读了课文，你一定有了不少
收获。谁来简单地说一说？

3、刚才有同学讲到魏格纳在观察（板书：观察）地图时产生
了一个奇想，师边讲述边演示。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个奇想是凭空出现的吗？那――是怎么产生的呢？请同学
们仔细读一读课文的第2―4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还可以
圈一圈、划一划。（巡视了解学情，最好找到三次发现都划
出来的学生）

指名交流，并相机引导看图。（相机板书：发现）



我明白了，有了这三次不同的发现，所以魏格纳的脑海里才
形成这个崭新的奇想，对吗？

课件出示：

第一次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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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直角凹
进的几内亚湾。瞧！这两个地方的形状竟是这般不可思议的
吻合。

第二次发现：果然，巴西东海岸的每一个突出部分，都能在
非洲西海岸找到形状相似的海湾；同时，巴西的每个海湾，
又能在非洲找到相应的突出部分。

第三次发现：魏格纳兴奋极了，将地图上一块块陆地进行了
比较，结果发现，从海岸线的相似情形看，地球上所有的大
陆块都能够较好地吻合在一起。

让我们反复读一读这三次发现，让我们也去发现一下，它们
有什么不同？

预设发现一：魏格纳的发现一次比一次深入、细致。（三次
发现的内容不同。）

发现二：（这三次发现是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第一次发现
是偶然的，不曾想到的。引导联系课文：突然、竟、这般不
可思议！（读句）――无聊、消磨时光――偶然的发现、惊
呆了（读句）

第二次发现是有意识的，应证了猜想。（那么）

当魏格纳偶然发现巴西的一块突出的部分和几内亚湾不可思
议地吻合时，他精神大振，（心里会怎么想呢？板书：思考2、
3人）心想： （魏格纳就是这么想的，）于是 （引读他”仔



细端详……”），果然 （引读）

师：亲爱的魏格纳先生，当您的想法被证实时，心情怎么样？

生：很高兴、很兴奋，兴奋极了等

师：请再次表达一下您的心情，好吗？齐读

此时，正如同学们体会到的那样，当时魏格纳师――兴奋极了
（引读）。

（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又做了什么？

1、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魏格纳又展开一系列行动。请你读一
读课文的最后三段话，看看哪些地方使你感受最深，待会儿
我们交流交流。

2、交流。交流过程中引导学生反复回读中心句：魏格纳并不
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

这部分的教学较略，随机抓以下几处进行点拨。

枉费心机 你懂吗？ 是呀，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回读

浩如烟海 你懂吗？是呀，在这样地资料中寻找犹如大海捞针
呀！回读

2、引读最后一段。

魏格纳这样持之以恒地考察、考证，终于――引读。

3、面对魏格纳大陆漂移的假说，老一代地质学家并不承认，
当时的人们更是嘲笑他荒唐，斥责他不知天高地厚，有人开
玩笑说，大陆漂移学说只是一个“大诗人的梦”而已。但魏
格纳仍孤独地吟唱着自己的诗篇，继续坚定执著地为自己的



假说寻找着证据，。最终于1930年深入格陵兰岛考察气象时，
不幸长眠于冰天雪地之中。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地质事业。
像这样感人的故事在魏格纳或其他科学家的身上还有许多许
多，课后让我们继续找一找魏格纳或其他科学家的故事读一
读，也可以找一找有关大陆漂移说的其他资料。

六、自主选择、分层作业

1、读一读魏格纳或其他科学家的故事。

2、找一找有关大陆漂移说的其他资料。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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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文内容，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初步学会边观察边思考的良好思维习惯和推理能力，体会
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能和同学们交流
读后的感受。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体会魏格纳勇于探索大自
然奥秘的执著精神。

3、出示课题，读题。

1、请同学们尝试用五分钟时间想办法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最难的或最喜欢的部分可以再反复地读一读，看谁最会利用
时间。

2、时间到！认为自己已经把课文读通顺的同学请把小腰板挺
挺直。真自信！请同学们翻到书第35页，这里有个《词语盘



点》，它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检查学习效果的。看！读读
记记中除了前两个，后面的词语全来自于我们这篇课文，请
同桌马上互相检查一下。

3、同学们互帮互助学得可认真了！刚才老师发现有同学读第
二段课文有困难，确实这一段真的很难！现在你再去读一读
一定会感觉顺畅许多！快，开始吧！

4、看到同学们的认真劲儿，我想把课文读通肯定没问题了，
接下来让我们把课文读懂。大家知道略读课文前面都会有一
段话提示我们怎么读懂课文，这段话又给了我们哪些提示呢？
赶快读一读，划一划。交流。

1、好，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静静地默读思考，并在书上做
做相应的记号。

2、刚才大家根据学习提示再次默读了课文，你一定有了不少
收获。谁来简单地说一说？

3、刚才有同学讲到魏格纳在观察（板书：观察）地图时产生
了一个奇想，师边讲述边演示。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个奇想是凭空出现的吗？那――是怎么产生的呢？请同学
们仔细读一读课文的第2―4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还可以
圈一圈、划一划。（巡视了解学情，最好找到三次发现都划
出来的学生）

指名交流，并相机引导看图。（相机板书：发现）

我明白了，有了这三次不同的发现，所以魏格纳的脑海里才
形成这个崭新的奇想，对吗？

课件出示：



第一次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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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直角凹
进的几内亚湾。瞧！这两个地方的形状竟是这般不可思议的
吻合。

第二次发现：果然，巴西东海岸的每一个突出部分，都能在
非洲西海岸找到形状相似的海湾；同时，巴西的每个海湾，
又能在非洲找到相应的突出部分。

第三次发现：魏格纳兴奋极了，将地图上一块块陆地进行了
比较，结果发现，从海岸线的相似情形看，地球上所有的大
陆块都能够较好地吻合在一起。

让我们反复读一读这三次发现，让我们也去发现一下，它们
有什么不同？

预设发现一：魏格纳的发现一次比一次深入、细致。（三次
发现的内容不同。）

发现二：（这三次发现是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第一次发现
是偶然的，不曾想到的。引导联系课文：突然、竟、这般不
可思议！（读句）――无聊、消磨时光――偶然的发现、惊
呆了（读句）

第二次发现是有意识的，应证了猜想。(那么)

当魏格纳偶然发现巴西的一块突出的部分和几内亚湾不可思
议地吻合时，他精神大振，（心里会怎么想呢？板书：思考2、
3人）心想：（魏格纳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引读他”仔细
端详……”），果然（引读）

师：亲爱的魏格纳先生，当您的想法被证实时，心情怎么样？

生：很高兴、很兴奋，兴奋极了等



师：请再次表达一下您的心情，好吗？齐读

此时，正如同学们体会到的那样，当时魏格纳师――兴奋极了
（引读）。

（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又做了什么？

1、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魏格纳又展开一系列行动。请你读一
读课文的最后三段话，看看哪些地方使你感受最深，待会儿
我们交流交流。

2、交流。交流过程中引导学生反复回读中心句：魏格纳并不
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

这部分的教学较略，随机抓以下几处进行点拨。

枉费心机你懂吗？是呀，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回读

浩如烟海你懂吗？是呀，在这样地资料中寻找犹如大海捞针
呀！回读

2、引读最后一段。

魏格纳这样持之以恒地考察、考证，终于――引读。

3、面对魏格纳大陆漂移的假说，老一代地质学家并不承认，
当时的人们更是嘲笑他荒唐，斥责他不知天高地厚，有人开
玩笑说，大陆漂移学说只是一个“大诗人的梦”而已。但魏
格纳仍孤独地吟唱着自己的诗篇，继续坚定执著地为自己的
假说寻找着证据，。最终于1930年深入格陵兰岛考察气象时，
不幸长眠于冰天雪地之中。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地质事业。
像这样感人的故事在魏格纳或其他科学家的身上还有许多许
多，课后让我们继续找一找魏格纳或其他科学家的故事读一
读，也可以找一找有关大陆漂移说的其他资料。



六、自主选择、分层作业

1、读一读魏格纳或其他科学家的故事。

2、找一找有关大陆漂移说的'其他资料。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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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文内容，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能和同学
们交流读后的感受。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并了解相关的地理知识。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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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2．简单的说一说文章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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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读课文，解决问题，交流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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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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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地理知识

相互交流展示自己了解的、搜集的有关“大陆漂移”的知识。

多角度体验观察的重要性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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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文内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能和同学
们交流读后的感受。

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并了解相关的地理知识。

世界地图、地球仪、打碎的蛋壳、剪碎的布片等。

一课时

一、激趣引入：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边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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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说文章的主要内容。板书：发现、假想、假说

三、再读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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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发现的？

（3）魏格纳重大的发现靠的是什么？



四、细读课文，深化感悟

1、观察世界地图和地球仪，了解课文中的地理名词，特别是
找到巴西大陆突出的部分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去的海岸线的
形状，看看是不是像书中说的那样吻合，由此体会魏格纳产
生这种想法的原因。

2、借助两个蛋壳来演示相互吻合。

4、默读第7自然段，理解作者进行推理的过程。

讨论、交流：魏格纳为证明自己的假说成立，都做了哪些工
作？

（2）魏纳格找到的有力证据是什么？结果如何？（课件理解
中龙的推理过程）

五、总结布置

魏纳格在地图上的重大发现，对你有什么触动？你想跟魏纳
格说什么？

课后阅读《新阅读》中《童年的发现》

练习用自己的语言简要的复述故事。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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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交流展示自身了解的、搜集的有关“大陆漂移”的知识。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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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的执着精神，并能把读后
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教学重、难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并能把读
后的感受和同学交流。

教学用具：投影仪、世界地图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探究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师直接板书课题，世界地图的发现（学生齐读课题）。

二、学习新知



1、教师范读课文。

2、学生自读课文，要求学生边读书边查阅工具书，理解生字
新词。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并提出不懂的问题。（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有的可以同学间相互解决，有的可以留待深入阅读时
理解。）

4、按照课文前的阅读提示，让学生边读书边思考：魏格纳的
奇妙想法是怎样产生的？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做了些什么？
学生充分读书后，同桌之间或小组内相互交流。

5、检查合作学习情况

6、最后，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简要地复述故事，并能把读
后的感受与同学进行交流。

学生交流读书所得时，教师可以重点指导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学生观察世界地图，找到巴西和几内亚湾的位置，
看看巴西大陆突出部分的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的海岸线形状，
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那样惊人的吻合。

（2）反复读第5自然段，了解魏格纳的“假想”是什么，理解
“大陆漂移”的意思；并联系上文，体会魏格纳的这一假想
是在反复地、仔细地端详地图上的一块块陆地和一条条海岸
线的形状之后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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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师小结

四、作业设计

1、完成配套练习

2、预习《语文园地二》

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教案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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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交流展示自身了解的、搜集的有关“大陆漂移”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