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汇总9篇)
中班教案的编写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考虑学生的不同学习
需求和特点，合理安排教学任务。以下是一些精心编写的一
年级教案，经过实践验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参考价值。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一

复习提问：

1、我国主要的煤田有哪些？

2、我国主要的油田有哪些？

3、我国主要的铁矿有哪些？

4、江西德兴、云南个旧、山东招远，

甘肃金昌分别以哪一种有色金属矿为主？

今天我们学习第5节海洋资源。

海洋不仅美丽，而且富饶，有人称海洋为“天然的蛋白质仓
库”、“乌金的储存库”、“盐类的故乡”、“能量的源
泉”，这说明海洋中蕴藏着大量丰富的资源。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二

由于我国大陆沿岸的海域广阔，对发展海洋水产事业非常有
利。下面大家看p1006.18我国近海主要渔场和海流分布示意
图。让我们共同分析一下我国发展海洋渔业的有利条件。

1、我国大陆边缘的海洋，多为深度超过200米的浅海区。海
水浅，阳光可直射海底，水温适宜，有利于海洋生物的繁殖



和生长。

2、在这些浅海中，有众多的河流注入海洋，带来丰富的有机
质和营养盐类，使浮游生物大量生长，为海洋业提供了大量
的饵料，又有从高、中、低纬南下的沿岸流。在寒暖流交汇
地方，海水容易发生搅动，下层的营养盐类冷到上层，使得
上层海水中的浮游生物特点丰富，吸引大批鱼群。

3、此外，我国沿海港湾，岛屿特别多，浅海渔场多位于暖温
带和亚热带，水温适中，冬季不结冰。

东海素有“天然鱼仓”之称，其中舟山渔场是我国第一大渔
场。

海盐和海底石油：

海洋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物资源，还提供了丰富的矿
产。

1、我国是海盐生产大国。

（1）我国海岸线长，其中有很多地势平坦的泥质，海滩适于
晒盐，这些适于发展盐业的海滩就有几百万公顷。

（2）海水晒盐依靠自然蒸发，我国多数盐场都有良好的蒸发
条件。其中河北长芦盐场为我国最大的盐场。（这里雨季前
的二、三个月，天晴风多，气温较高，蒸发旺盛，全年的海
盐大部分就是在这时生产的。

2、海底石油的开采。

我国近海石油资源相当丰富，近年来，经过多次钻探，已在
几个海域中发现了含油气的盆地。看图p6.22主要含油气的盆
地：渤海盆地、南黄海盆地、东海盆地、珠江口盆地、东沙



盆地。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三

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使学生明确开发海洋空间资源的深远
意义。由于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使陆地空间越来越拥挤，
海洋将成为人类活动的广阔空间；然后让学生了解海洋空间
资源分布的范围，所处的环境特点。海洋可利用空间包括海
上、海中和海底，具有气象、水文条件复杂，环境恶劣的特
点；最后，讲当前人类在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已涉及
的领域。海洋空间利用已从传统的交通运输，扩大到生产、
通信、电力、储蓄、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四

1、了解海洋资源的类型和特征，以及各类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

2、了解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和海洋渔业生产状况；了解
世界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过程。

3、了解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
应采取的措施。树立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的观
点。

关于海洋油、气开发的教学建议

在教学中，教师可首先向学生介绍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和
开发过程。教师利用课本插图《海上钻井平台》，从海洋油、
气资源的勘探、开采、运输、对生产设备和技术的要求、对
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等方面进行讲述。这里，也可以将海洋
油气资源的生产与陆地油气资源的生产过程做一个对比，突
出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的高投资、高技术难度、高
风险的特点。最后，向学生介绍我国在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勘



探、开采过程中，采取的国际合作和工程招标方式。

关于海洋渔业生产的教学建议

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读《大陆架剖面示意》图，了解
大陆架海域的范围和自然条件，讲解海洋渔业资源主要集中
在沿海大陆架海域的原因。在讲解渔场形成原因时，可结合
已学过的有关洋流的知识进行分析，为什么有寒暖流交汇的
地方或有冷海水上泛的地方会形成大渔场。接下来，教师可
引导学生读《世界主要渔业地区的分布》图，并说明在温带
海区由于饵料丰富，世界大渔场多在温带海区，使很多温带
的沿海国家成为世界的主要渔业国。如中国和日本是世界海
洋渔获量较多的国家，对国民的食品结构影响很大。特别是
日本可耕地有限，人口密度又大，海洋食品占有很大比重，
如日本人喜欢吃的生鱼片、寿司等。如有条件，可向学生播
放有关日本饮食文化的录像。

关于海洋资源类型的教学建在教学中，教师可搜集一些有关
陆地自然资源和能源短缺或枯竭的具体事例，向学生进行介
绍，使之认识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和必要性。然后，
让学生说出所知道的海洋资源的种类。在此基础上，教师归
纳出目前人类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的种类。接下来，对海水
资源（包括海洋化学资源、水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
矿产资源、海洋能源资源的特点和利用潜力进行讲述。

1、讲述：开发海洋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提问：你所了解的人类可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有哪些类型？

1、讲解：人类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主要有海洋化学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四类。其中海
洋化学资源的利用包括海洋有用化学元素的提取和海洋水的
淡化。海水中溶解的矿物质，种类多，数量大。每立方千米
的海水中含化学物质平均为3750吨，目前已发现的化学元素



有80多种。海水中的食盐可供人类消耗数亿年；海水中蕴藏
的钾盐总量相当于陆地上钾盐探明储量的数十万倍。目前人
类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有食盐、镁、溴、碘等。发展海水淡化
技术，向海洋要淡水，是解决世界性淡水不足问题的重要途
径，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为了节省资金投入，海
洋有用化学元素的提取和海洋水的淡化可以考虑综合开发和
利用。在这方面，陆地淡水资源匮乏的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
做的比较突出。海水还可以直接作为工业冷却水源，但需要
解决海水对金属设备的腐蚀问题。

2、读图：课本《海洋农牧化生产——耕海牧渔》图。

3、提问：看图说明人类是怎样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

4、讲解：海洋中有20多万种生物，其中动物18万种，包
括16000多种鱼类。

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了，
但那时只是捕捞和采集海产品。随着海洋捕捞工具和技术的
改进，随着人类对海洋水产品需求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人
类的海洋捕捞活动已从近海扩展到远海的各个海域。同时，
通过近海人工养殖各种海产品，并对海产品进行深加工，以
满足人类的多种需要，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读图：课本《深海锰结核》图。

6、讲解：近海大陆架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煤、
硫、磷等矿产资源。在深海盆中，还广泛分布着多金属锰结
核和多金属软泥，它们是解决陆地矿产资源枯竭问题的重要
矿产资源来源，是实现未来人类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
靠保证。

7、讲解：海洋能源资源的种类、特点和利用现状。海洋能源
资源主要有海浪、潮汐和洋流等类型。其共同特点是：都属



于可再生资源，而且是清洁的能源，对环境没有污染。但是，
这些能源密度很小，开发利用时对技术和设备要求高，投资
较大。目前，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是潮汐发电和波浪发电。

1、读图：《大陆架剖面示意》图、《世界主要渔业地区的分
布》图、《舟山渔场的沈家门渔港》景观图。

2、讲解：海底大陆架的地理环境特点，形成世界大渔场的条件
（多在寒暖流交汇的海区），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多集中
在温带海区），世界主要渔业生产国的渔业生产发展状况
（主要是中国和日本）。

1、讲解：海底油气资源的分布，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过
程，以及海洋油气资源在开发利用上不同于陆地油气资源开
发利用的一些特点。

2、读图：《海上钻井平台》景观图。

讲解：海上钻井平台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海底石油钻探、开
采和运输过程，高投资、高技术难度、高风险的特点，海洋
油气资源开发采取的国际合作和工程招标方式。

1、参观化工厂：有些化工厂是以海盐为原料生产化工产品的，
如天津市的某些化工厂就是这样的。教师可组织学生参观化
工厂，了解以海盐为原料能生产哪些化工产品，能够满足人
类的哪些需要。

2、社会调查：教师可组织学生到生物制药厂参观调查，了解
海洋生物在医药工业方面的利用情况；或由学生自己分组到
市内各大药店进行调查，了解哪些药品的成分中有海洋生物
的提取物，对人体具有哪些医疗保健功能。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五

本节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通过联系旧知识使学生认
识到我国海洋资源十分丰富的自然基础，即我国有四个近海，
并且南北跨了三个温度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然后介
绍了我国海洋资源的主要种类，最后还提醒学生我国海洋资
源还远没有开发出来，使学生意识到海洋资源对我国经济发
展的意义。

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的海洋捕捞和水产养殖。教材在选学材
料中介绍了我国之所以在近海发展渔场的原因，应当说这是
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紧接着教材又介绍了我国近年来发展
的海水养殖业。如果说，海洋捕捞是人类纯粹地利用自然条
件的话，那么海水养殖是人类对海洋资源的间接利用，因为
这其中加入了人类在技术、设备、人力和时间等的投入。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原理和方式，教材专门给了几
幅图片，扫清了理解的障碍。

第三部分海洋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其中着重介绍的是海盐生
产及盐场的分布。教材介绍了海盐生产的过去和现在，目的
是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利用海洋资源的.历史非常久远，随着
科技的进步，海盐开发的种类也日益增多。

第四部分提醒学生要注意借鉴人类开发陆地资源的教训，在
开发利用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海洋，培养学生正确的海洋观、
环境观。其中的“想一想”活动为学生设置了两个不同的情
景，让学生推测将来的结果。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
的观念，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发散思维。

关于“海洋资源”的教法建议

1.在讲渔场的时候，要结合初一学过的世界几大渔场形成的
条件，要求学生在地图上找出舟山渔场的位置。然后结合鱼
汛的概念引导学生分析舟山渔场成为全国最大渔场的原因。



2.在讲最后一个框题时，要注意结合过度捕捞海洋生物和海
洋污染的事例，强调开发海洋资源与保护海洋资源环境要相
统一。在教学中可以充分的利用反映海洋污染的图片和文字
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海洋污染的污染源，加深学生认识对海
洋资源保护的必要性。还可以通过讨论，让学生/article/总结
保护海洋资源的措施。

关于“海洋资源”的教学设计示例

[导入]前面我们学习了我国陆地上的各种资源，我们知道，
我国的国土辽阔，海陆兼备，今天再来看看我国海洋里的资
源有哪些。

[活动]读教材中“丰富的海洋资源”自然段，课文中的这几
句话说明了什么？

[学生回答]说明海洋里有丰富的水产资源、石油资源、海洋
资源和海洋能源。

[补充]人类赖以生存的陆地空间已不堪重负，地球生物资源
的80%分布在海洋里，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是陆地
的1000倍，海洋在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每年可以向
人类提供30亿吨的水产品。所以说，海洋资源的开发前景非
常广阔。

[活动]读我国近海主要渔场和海流分布示意图，找一找我国
主要的渔场。并且结合选学内容分析一下我国发展海洋水产
的有利条件。（宽浅的大陆架、陆地江河汇入带来饵料、暖
流和寒流交汇）

[补充]舟山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

[转承过渡]除了捕捞外，我国还利用沿海的滩涂发展大规模
的养殖业。



[学生读图]解释海产养殖的方法。

[转折]除了海洋的生物资源之外，还有什么资源？

[学生回答]海盐资源、石油资源。

[学生回答]北方海域产盐多。这与气候有关（降水少，雨季
短）。

[提问]我国最大的盐场在哪里？（长芦）

[转折]大家看我国近海的石油沉积盆地，我国海底石油资源
相当丰富，我国已经在渤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开采了石油。

[学生讨论回答]第一种方式只顾眼前利益，长期下去，鱼的
产量会越来越少。第二种方式可以保证人类的持续利用。

[学生讨论回答]捕养结合，控制近海捕捞的强度，大力发展
滨海养殖业和远洋捕捞业。

[学生讨论、回答]略

[教师小结补充]加强立法管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进一步
宣传，增强全民的海洋意识。

探究活动

1、活动名称：海产品调查

活动目的：使学生充分认识海产品在丰富和提高人们生活质
量的重要作用，同时了解我国海产品的现状。

活动步骤：

（1）寻找10种日常用品，条件是原料必须有海产品。



（2）了解近来这几种产品的销售变化情况和原因。

（3）开一个主题为“人类与海洋”的班会，全班同学进行交
流。

2、活动名称：海洋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吗？

活动目的：使学生了解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状，
并意识到海洋资源尽管是可再生的，但这是在合理利用和开
发的前提下，进一步培养学生辨证看待问题的意识。

活动方案：安排学生查找人们破坏或不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
资料，并提出问题“海洋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吗？请你用你的
资料来说明你的观点”，从而引起学生的思考。

地理教案－海洋资源一文由中国教案站搜集整理，,请注明出
处!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六

1.使学生了解我国优越的海洋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
源以及非生物资源，认识到开发海洋资源的巨大潜力和美好
前景，并进一步认识到开发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

2.使学生充分认识发展海洋水产业的有利条件，了解我国主
要渔场的分布，培养学生的读图分析能力。

3.使学生了解我国海盐和海底石油的开发利用和分布状况。

4.通过介绍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并且强调对海洋资源的保
护，培养学生辩证思考问题的意识。

教学建议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七

戚晨露

水是生命之源，假如地球上没有水，那么地球母亲就不会孕
育出我们人类的子孙万代。因为最早的原始生命首先是在海
洋中孕育形成，逐渐扩展到陆地上。所以说，水是生命的摇
篮。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水。因为我们每天要喝水，
粮食的生长离不开水，工业生产离不开水。水还是大自然
的“空调器”，炎热的夏天，正当人们感到酷暑难耐时，来
一场雨该有多痛快呀！走在海边，海风习习，一扫酷热烦躁
的情绪；当寒冷的冬季到来时，海水把储存的热量源源不断
地送给它周围的陆地……这些都是水的作用。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可以用的淡水资源却很
少，并且随着工业的发展，水污染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很
多工业废水污染得臭不可闻，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此
外浪费水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据统计。

一个中等城市每年浪费的水相当于一个洞庭湖的水量！3月22
日是世界水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会宣传：大家要
爱惜水资源，保护生命之水。其实，不光在这一天，在我们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应该珍惜每一滴水，用实际行动珍爱生
命之水！

海域的自然资源是重要的国土资源，象陆地国土一样是中华
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基础。我国的海洋资源既有巨大的开发
潜力，又有急需加强保护的双重任务，应该实行合理开发战
略，使国家管辖海域成为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基地。海
洋矿产资源包括国家管辖海域的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天
然气水合物资源、砂矿资源，国际海底区域的多金属结核资
源、富钴结壳资源、热液硫化物矿产等，有巨大的潜力。要
加大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力度，增加探明储量，提高国家的资
源保证程度。力争在海上发现新的大型油气田，使海洋油气



产量在全国油气总产量中的比重从目前的10％提高到25％以
上，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要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列入国家
计划，重点进行南海北部陆坡区相关海洋环境和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调查，为商业性勘查做好资源、环境和技术准备。要
加强有争议海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并积极贯彻“搁置争
议、共同原则”，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力争海洋权益主张
重叠区域的资源份额。

重视保护已经严重衰退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捕捞业要采取
捕捞量“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政策，减少捕捞量，争取
逐步恢复主要经济鱼类、重要渔场的渔业资源。科学合理利
用滩涂和浅海的可养殖海域，减少养殖业的自身污染，保护
养殖海域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优化养殖模式，采取大
型海湾和近海的海洋农牧化、重要经济种类的人工增殖放流、
近海渔场综合整治等措施，保证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珍惜爱护每一处可用于海洋旅游娱乐业发展的海滩、海水浴
场、海水运动场、珊瑚礁区、沿海红树林等资源，积极发展
海洋旅游业。要重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防止海洋生态环境
退化，保证海洋的永续利用。

海洋生物环境是一个包括海水、海水中容解物和悬浮物、海
底沉积物及海洋生物在内的复杂系统。海洋中丰富的生物资
源、矿产资源、化学资源和动力资源等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资
源宝库，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系极为密切。

目前海洋保护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海洋生物资源，使之不致衰
竭，以供人类永续利用。特别要优先保护那些有价值和濒临
灭绝危险的海洋生物。据联合国有关部门调查，由于过度捕
捞、偶然性的捕杀非目标允许捕杀的海洋生物、海岸滩涂的
工程建设、红树林的砍伐、普遍的海洋环境污染，至少使世
界上25个最有价值的渔场资源消耗殆尽，鲸、海龟、海牛等
许多海生动物面临灭亡的危险。预计随着海洋开发规模的扩
大，有可能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更大的破坏。



海洋保护的任务首先要制止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其
次要保护好海洋生物栖息地或生境，特别是它们洄游、产卵、
觅食、躲避敌害的海岸、滩涂、河口、珊瑚礁，要防止重金
属、农药、石油、有机物和易产生富营养化的营养物质等污
染海洋。保持海洋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和海水的自然净化能
力，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保证人类对海洋的持续开发和利用。

老师们、同学们，节约用水，保护海洋鱼类事关民族事业、
国家前途和人类的发展。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时时、处处、
人人节约用水，积极开展节水活动，保护好海洋鱼类。
让“珍爱水资源，保护海洋鱼类的”理念在校园里蔚然成风，
用实际行动努力构建节约型校园，为学院的发展、为现代化
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八

1、基础知识：

（1）知道海洋中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

（2）理解开发海洋资源的重要性。

（3）了解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发展海洋水产业的有利条件。

（4）记住我国主要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

最大的盐场——长芦盐场和近海油的分布。

（5）了解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中出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

2、智能的培养：通过读图，分析我国发展海洋水产业的有利
条件。

3、思想教育要求：通过本节的学习，培养学生保护海洋资源



的情感。

记住最大的渔场、盐场和近海油田的分布。

发展海洋水产业的有利条件。

自学指导法。

复习提问：

1、我国主要的煤田有哪些？

2、我国主要的油田有哪些？

3、我国主要的铁矿有哪些？

4、江西德兴、云南个旧、山东招远，

甘肃金昌分别以哪一种有色金属矿为主？

今天我们学习第5节海洋资源。

海洋不仅美丽，而且富饶，有人称海洋为“天然的蛋白质仓
库”、“乌金的储存库”、“盐类的故乡”、“能量的源
泉”，这说明海洋中蕴藏着大量丰富的资源。

读图回答：

1、我国拥有多少千米海岸线（18000多千米）

濒临哪几个近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2、我国海域南北跨哪几个温度带？（热带、亚热带、北温带）

由此可以说明我国海域十分辽阔，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海洋



资源也十分丰富。下面大家看一组数字。（找同学读课文）

由于我国大陆沿岸的海域广阔，对发展海洋水产事业非常有
利。下面大家看p1006.18我国近海主要渔场和海流分布示意
图。让我们共同分析一下我国发展海洋渔业的有利条件。

1、我国大陆边缘的海洋，多为深度超过200米的浅海区。海
水浅，阳光可直射海底，水温适宜，有利于海洋生物的繁殖
和生长。

2、在这些浅海中，有众多的河流注入海洋，带来丰富的有机
质和营养盐类，使浮游生物大量生长，为海洋业提供了大量
的饵料，又有从高、中、低纬南下的沿岸流。在寒暖流交汇
地方，海水容易发生搅动，下层的营养盐类冷到上层，使得
上层海水中的浮游生物特点丰富，吸引大批鱼群。

3、此外，我国沿海港湾，岛屿特别多，浅海渔场多位于暖温
带和亚热带，水温适中，冬季不结冰。

东海素有“天然鱼仓”之称，其中舟山渔场是我国第一大渔
场。

海盐和海底石油：

海洋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物资源，还提供了丰富的矿
产。

1、我国是海盐生产大国。

（1）我国海岸线长，其中有很多地势平坦的泥质，海滩适于
晒盐，这些适于发展盐业的海滩就有几百万公顷。

（2）海水晒盐依靠自然蒸发，我国多数盐场都有良好的蒸发
条件。其中河北长芦盐场为我国最大的盐场。（这里雨季前



的二、三个月，天晴风多，气温较高，蒸发旺盛，全年的海
盐大部分就是在这时生产的。

2、海底石油的开采。

我国近海石油资源相当丰富，近年来，经过多次钻探，已在
几个海域中发现了含油气的盆地。看图p6.22主要含油气的盆
地：渤海盆地、南黄海盆地、东海盆地、珠江口盆地、东沙
盆地。

海洋资源

一、丰富的海洋资源。

二、主要渔场和盐场。

（东海）舟山渔场长芦渔场（河北）

中国最大中国最大

三、海洋资源的保护。

海洋资源

海洋的教案中班体育篇九

一、教材分析：

第10课《海洋宝库》是粤教科技版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自
然资源》的最后一课。本课从认识渔业资源入手，了解在海
洋这个巨大宝库里，蕴涵了大量的宝贵资源。并意识到人类
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与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

教材中分2个活动。活动1：“为什么要休渔？”主要以资料



分析为主，采用讨论交流的形式进行学习，讨论休渔的作用，
认识保护渔业资源的意义，并思考如何才能合理地利用海洋
渔业资源。活动2：“海洋有什么可利用的资源？”引导学生
通过查找资料，了解更多的海洋资源，了解它们的用途。在
组织这个活动时，教师可以准备好充足的背景资料，并同时
发动同学们在课前寻找有关的资料，了解海洋有什么资源，
以及怎样利用好这些资源。

二、教学目标：

【科学知识】

（1）了解要保护海洋资源的方法；

（2）了解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

【能力培养】

（1）具有搜集资料整理信息的能力；

（2）能对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评议，并与他人交换意见。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意识到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2）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保护自然资源；

（3）关心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关注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

三、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海洋资源的类型，形成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意识，
培养保护自然资源的习惯。



四、教学环境：

多媒体平台

五、教学方法：

讲授、分析、归纳，自主探究

六、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学习者是六年级的学生，学生已经掌握了比较丰富
的科学知识，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掌握了基本的自主探
究方法和技能。有的学生阅读能力很强，接受知识的能力也
比较强，他们对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也比较高，知识面
也比较广，且乐于探索，这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知识上的
基础，所以在教学中可以以课本为主线，适当拓展时令性的
知识。

七、课时安排：

1课时。

八、教学过程：

导入：我们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我国是一个临海的国家，
海岸线长达1.8万千米，而且我们已经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了
解到我国的海洋中含有丰富的鱼类资源，种类达3000多种。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国海域的分布情况。

教师：展示ppt课件（我国四海一洋）。

【设计意图】让学生再次巩固两个知识点：一是我国海洋的
鱼业资源情况；二是我国“四海一洋”的地理位置。



教师：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千米，接近陆地
领土面积的1/3。在我国的海域中，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
岛屿有7372个，大陆架面积居世界第五位。

学生：听教师讲述……

教师：五月份，我国和菲律宾在什么海的哪个岛上发生纠纷？

学生：南海黄岩岛。

教师：展示ppt课件第三页，并讲述“小岛（甚至岛礁）虽然
陆地面积很小，但为什么总会引起一些毗邻国的争端”呢？
老师在这个环节要详尽讲述，让学生了解领海与专属经济区
域的相关数据。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时事，关心国家甚至国际大事，培
养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内水、领海、专属经
济区”，以及对“大陆架、大陆坡”的.初步认识，扩大知识
面。

教师：让学生再次欣赏我国四海的美景图片。展示ppt。

学生：观看投影。

教师：海洋里除了上节课我们了解到的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
（特别是鱼类）资源外，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呢？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看
一段视频。播放ppt课件中的视频。（板书：活动2：海洋里
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请大家打开课本p48页）。

教学过程中在这里点题，要求学生看完视频后打开课本p50页
完成第2小题，小组可以讨论。

学生：边看视频一边思考。



教师：展示ppt，小结矿产资源有：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
能源矿产；并要求学生举例说出一些代表性的矿物。

学生：回顾录像内容，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对刚才所做的练
习进行订证和完善。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观察能力，挖掘数
据进行归纳的能力，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口头表达的能力，
并促进同学之间的互助沟通。

教师：通过录像我们看到海洋中有不胜枚举的宝贝等待人们
去开发利用，我们可以把海洋人为的分成三层，即：海面
（浅海）、海洋里面（深海、海水）、海底（海底表面）。
让我们分别来找找各层都蕴藏着哪种类型的资源。展示ppt课
件第10页（潮汐发电）。

学生：观看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当简单介绍潮汐发电厂是利用涨潮和退
潮的能量推动发电机组发电，特点：环保、绿色能源，取之
不尽，用之不绝。并让学生了解我国最大的潮汐发电厂建造
在浙江温岭的江厦潮汐电站。

学生：同桌之间互相讨论交流……

教师：抽点学生回答。

学生作答（盐……）。

教师：展示ppt第11页，让学生朗读这段文字。

学生：朗读。

【设计意图】朗读可以加深学生对“流”的知识的掌握，从



而避免大部分学生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认为海水中能利
用的只有盐（氯化钠），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知道
原来海水中含有很多元素。

教师：我们就海水的利用的其中一方面――海盐的生产状况
作进一步的了解，让我们来看看我国沿海盐场景观图。播
放ppt。

学生：观看，思考盐的来源。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讲述人们生活食用盐只是盐场中
产盐的一小部分，而且需要把盐场中的海盐做进一步的提纯、
加工，才能成为食用盐。其它大部分盐是应用于工业生产，
即我们通常听到的工业用盐。

教师：我国有四大盐场，我们来了解它分布在哪里？展示ppt
第十五页。

学生：定性了解四大盐场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

【设计意图】让学生懂得工业用盐不能食用，发解食用盐的
生产加工大致过程，另外让学生了解我国四大盐场的地理位
置，培养学生地理方位空间想象力，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我们再来看海洋的最底层――海底，海底究竟有什么
可以开发利用的矿产呢？展示ppt第16页，问：这是一个海上
石油钻井平台，是用来开发什么矿产的呢？让学生作答。

学生：开采石油，了解石油开采平台状况。

教师：我国石油储量估计达240亿吨，天然气储量达14万亿立
方米，还有大量的“可燃冰”。除石油以外还有海底煤矿、
海底天然气等能源矿产。



学生：接受信息，定性了解海底能源矿产。

教师：我们再来看海底另一矿产资源――金属矿产。

老师讲述，锰结核是一种海底金属矿源。广泛分布于4000-
-5000米深海底部，它们是未来可利用的最大的金属矿资源。
并且要强调锰结核矿是一种生矿物，包含锰、铜、镍等金属
矿场，而且每年以1000万吨的速率不断增长，生长速度大于
人们的消费速度。

世界各大洋锰结核储藏量约为3万亿吨，其中包含锰4000亿吨，
铜88亿吨，镍164亿吨，分别为陆地储藏量的几十倍乃至几千
倍。以当今消费水平估算，这些锰可供全世界用330，镍
用253000年，钴用21500年，铜用980年。

学生：理解什么是“生矿产”，思考“生矿产”与“生命”
的区别，对海底矿场资源作进一步了解。

【设计意图】通过数字说明储藏量的丰硕程度，让学生初步
对矿产资源作数量上的定量分析，采用数据说明问题。促使
学生针对未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
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学生：交流总结（石英、石墨、石棉、金刚石……）。

教师：展示ppt第20页――丰富的滨海砂矿。

在这个环节老师应该给学生讲述什么是“滨海”，可以让学
生简单理解为浅海区的海底即大陆架即可，而且让学生知道
滨海砂矿中不仅含有非金属矿产，而且还含有丰富的金属矿
产。据统计，世界上96%的锆石、90%的金刚石和金红石、80%
的独居石和30%的钛铁矿都来自滨海砂矿，这些金属和非金属
矿产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



学生：学会认识什么是非金属矿产，并能列举出若干种非金
属矿物，并指出它们的应用。

【设计意图】让学生认识有哪些矿产属于非金属矿产，学会
用数字来说明各种矿产的储量情况，知道不同的矿产资源在
地理位置上并不是独立分布的，能列举出各种非金属矿产的
具体应用，同时能鉴别某一种具体的矿物是属于哪一种矿产，
提高学生对物质的鉴别能力和观察能力。

教师：我们不仅能从海洋中开发出大量的矿产资源，而且我
们在未来还可以充分利用海洋表面这个辽阔的空间，海洋空
间按其利用目的可分为五类：生产场所、贮藏场所、交通设
施、居住娱乐、军事基地。请同学们针对以上五个方面的开
发利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描绘出你对未来人类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的设想，可以用图示来表述。

老师也有一个设想图，给大家参考，看还有什么可以补充，
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展示ppt第22页。

学生：参考投影，同学之间交流，发挥自己的想象，在课
本p49页描绘出“我对未来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设想”。

【设计意图】主张教师引导为主的学案教学模式，老师指明
一个大致方向，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
的自主探究能力，初步学会合理设计布局，培养同学之间的
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教师：海洋是未来人类开发利用的理想资源，所以从现在起
我们就应该保护海洋环境，避免海洋遭到污染。海洋资源虽
然相当丰富，但目前开采却存在着严峻的问题。

教师可以从海洋灾害、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竭三个方面来
阐述。然后抽出污染问题进行展开，让学生掌握海洋污染主
要包括哪些方面的污染，如：工业废水污染，石油污染物和



赤潮灾害等。展示ppt相关海洋污染的页面。

学生：看课件同时听老师讲述，了解常见的海洋污染以及赤
潮对渔业资源的威胁。

【设计意图】通过对海洋污染的认识，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达到情感目标。

教师：小结海洋污染的污染源，提出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海洋？
让学生对环保有个定性的认识。知道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迅
速发展、人口的逐步增加和海洋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
海洋环境保护和减灾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学生：思考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减少污染，从杜绝污染源做起，
对污染物先处理成无害物质，达到环保标准后再排放。

九、课堂小结与作业

教师：回顾这节课所学到的知识。播放ppt第30页。让学生朗
读。

学生：朗读，回顾本节课的知识点。

小结完本节课内容之后，老师展示ppt课堂小练习，先让学生
思考大概3分钟时间，同学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然后由学生举
手发言，检查学生对拓展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也增强学生
接受知识的能力。

十、板书设计：

矿产资源：

1、金属矿产；



2、非金属矿产；

3、能源矿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