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地理教案(实用10篇)
教案应当具备明确的教学目标、合理的教学步骤和有趣的教
学内容，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阅读这些教案总结的同时，
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教师对教学的理解和思考。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一

新授课

第2课时

知识与能力：

挂图、多媒体

请同学说说欧洲的地理位置和轮廓、地形。（学生回忆，并
回答问题。）

欧洲西部的各个国家所具有的自然地理特征简单易记，但是
欧洲西部在世界上最突出的地位还在于欧洲西部的经济和旅
游业。

学生活动：幻灯演示欧洲的特产和风景让学生说说。

板书：一、雄厚的经济实力

（对照书54页图简单介绍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大洲，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仍
居各大洲首位。

（指导学生读统计图。）



欧洲西部各国工业部门齐全。

农业不占重要地位，但生产水平高，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较
好。

（简单介绍，结合幻灯让学生了解）

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等国有发达的农牧业

利用书55页阅读材料了解欧洲部分国家的特色产业

瑞士——钟表

瑞典——造船、汽车、机器制造业

丹麦——畜产品“欧洲的牧场和食品库”

挪威——水产品

板书二、繁荣的旅游业

挪威——陡峻幽深的峡湾，午夜的太阳

瑞士——“世界公园”的称号、冰雪皑皑的山峰、世界表都
伯尔尼

西班牙——阳光灿烂的海滩、精彩的斗牛表演

法国——田园风光、“艺术之都”巴黎、埃菲尔铁塔、罗浮
宫、巴黎圣母院

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千年古都”罗马、庞贝古城、
狂欢节

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



总结本节课所学知识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二

学习目标

1、知教学资源下载，还有大量而丰富的教学相关资讯!"识与
技能：法国的地理位置，法国的气候类型和旅游业的发展状
况。

2、过程与方法：学生自学，教师指导。

3、情感态度价值观：建立我国与法国的对比，从法国的发展
中找到我国发展的有效途径。

重难点

法国的地势特点。

法国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教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步骤

师生活动

复备

1、



导课

激情

2、

自主学习

(由科代表组织本组成员根据学习提纲完成)

.同学们你了解法国的哪些历史和文化?

学生各抒己见，畅谈法国的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经济发展
状况等。

学生自主学习，完成教材的活动练习和以下预习练习：

1.法国的轮廓有什么特点?

2.法国濒临的海，海湾，海峡以及陆地上的邻国?

3.通过图分析法国的最北端和最南端的地理纬度?看法过大部
分属于那个纬度区?

4.找到法国的中央高原，巴黎盆地，阿尔卑斯山脉看法国的
地势特征?

5.找到法国的重要的河流，塞纳河，卢瓦尔河，罗讷河。

6.法国的第一大城市巴黎，法国的最大的海港马赛，法国的
第三大城市，法国的纺织工业中心里昂。

法国的轮廓象正六边形，三边临海，三边临陆地。法国的南
部面临地中海，西边临比斯开湾，背面临拉芒什海峡，陆地
上的邻国众多，例如：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



利，摩纳哥，安道尔，西班牙。中央高原位于法国的南部，
巴黎盆地位于法国的西北部，从地形分布上和分层社色图中
可以看出法国的地势特点，东南高西北低。

根据课前预习，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法国。

1、在图3—27上找到法国，看看其国土轮廓有什么特点。

2、读出法国最北端和最南端大致的度数。

步骤

师生活动

复备

3、激情互动

4、魅力精讲

5、拓展应用

6、生成创新

法国的塞纳河从东南流向西北，注入拉芒什海峡，巴黎，里
昂，马赛三个城市的共同的地理位置特点是沿河分布或者沿
海分布。

学生阅读教材两个段落看一下法国的主要的气候类型以及分
布状况，法国大西洋沿岸，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在此了解
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分布规律，40-60度大陆的西岸，冬无严寒，
下无酷暑，降水均匀，基本上没有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发
展十分有力，法国的地形平坦，平原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4/5
北部的巴黎盆地成为法国的小麦的主要产区，法国也成为欧
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法国的农业生产还具有便利的灌溉



条件，河流汇总多，水量丰富，季节变化小。这些都能通过
学生的知识扩展得到。

法国的另外一种气候――地中海气候，教材自始至终都没有
提到地中海气候类型，地中海的沿岸地区，夏季气温高，降
水少，植物生长旺盛。在此有必要让学生再次记忆地中海气
候的特点，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雨热不同期。在
了解气候类型的基础上再看地中海沿岸的葡萄种植，可以给
学生出示几幅图片，进而了解法国的葡萄酒。

法国的资源丰富，煤铁储藏量大，汽车飞机制造让学生了解，
法国的核电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法国的旅游业发达，
旅游资源丰富，了解法国的旅游资源。

法国法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找出巴黎盆地和中央高原，归
纳法国地势的基本特征。

找出法国的气候类型，以及对农业的影响

介绍法国的旅游业

7、

课堂

检测

法国的轮廓形状——

法国的气候——和————哥具有什么特点?

法国的首都————坐落在————河畔。

法国的地势特点——



法国有那些旅游资源?

从什么地方反映法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河旅游大国?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三

1.俄罗斯的地理位置(经纬位置,海陆位置)

2.俄罗斯的地形,河流,气候

3.运用地图,巩固学习描述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地理位置的特点

二:教学重点

1.俄罗斯地理位置特点

2.俄罗斯地形特点

3.俄罗斯气候特点

三;教学难点

1.俄罗斯河流和湖泊的分布

2.俄罗斯主要地形区

四:教学方法

1.读图分析法

2.讨论法

3.对比法

五:教具准备



课件,音乐素材,图象素材

六:课时安排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伴随着乐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循环播放莫斯科风光图片,激
发学生的热情,让学生在好奇中开始学习.

[教授新课]

课件:俄罗斯

教师:引导学生俄罗斯与苏联的关系,并请个别来学生介绍

学生:……

学生:国土辽阔等

教师:很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国土辽阔的俄罗斯的相关内容

课件:本节课框假结构图

教师:请同学们翻开地图册或书本的俄罗斯的地形图,进行以
下分析

课件:一位置范围

1.经纬度位置

教师:指导学生读图并分析俄罗斯经度和纬度范围



课件:俄罗斯地形图

闪烁出现经度范围

同时教师请学生归纳因经度广产生的现象

学生:1.跨东西半球

2.跨亚欧两洲

课件:闪烁纬度范围

同时请学生归纳因纬度分布产生的现象

学生:气候主要分布在温带气候区

课件:2.海陆位置及临国

同时放映出俄罗斯与周围海洋和临国图,请学生总结

学生:……

课件：二地形特征

同时放映出俄罗斯地形图，请学生总结地势和主要地形

学生……

教师：总结俄罗斯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以平原和山地为主

地形有：山脉，平原，高原，山地

课件：分别显示所述地形

学生：对以上地形进行特点描述



教师：总结主要地形区——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中
西伯利亚高原，东西伯利亚山地。

课件：重点显示以上主要地形区及相互之间的分界线

教师：从课件放映的分界线承转到河流，进而讲述下面的学
习内容。

课件：三：河流和湖泊

同时显示俄罗斯地形图，请学生归纳主要的河流

学生：……

课件：重点出现以上河流和湖泊

教师：对以上河流和湖泊进行讲解

课件：练一练地形区与河流和湖泊综合填表题

学生：……

课件：给出正确答案，并重新出图让学生结合图进行记忆

课件：四俄罗斯的气候

同时出现俄罗斯气候气温降水分布图，请学生总结

学生：气温——由南向北逐渐递减

降水——由西向东逐渐递减

课件：气候类型列举

同时出现雅库茨克气温降水图，请学生总结



学生：气候特点——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温暖

课堂小结……

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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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四

1、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教学目标达到，教
学重点和难点突出，学生较为积极，课堂气氛比较活跃。

2、整堂课结构比较清楚，分成三大结构：位置——地形——
气候，使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条理，思路清晰，最后再通过
板书总结，巩固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3、大量运用各种地图，通过先让学生自己在地图上找出相关
信息，然后老师在多媒体上显示，及时纠正学生，并在此过
程中适时提示相应读图方法，使学生及时纠正错误。

4、在分析“印度水旱灾害频繁”时，运用两幅图对比，使学



生从感性认识上体会印度雨季和旱季;一方面使学生从感性认
识上直观感受印度水旱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自
然的引出印度水旱灾害频发主要是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使
学生能够很清晰的区别印度雨、旱季的形成原因和印度水旱
灾害频发的原因。

二、失败之处

1、运用与印度有关的图片配以解说的方式进行新课导入，本
意是想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但是由于文本设计过于冗长，
精彩部分不够突出，使效果不如预想。

2、在介绍印度现有的水利工程时，就只让学生读课本了解，
过于单调，没能很好的与我国进行联系和对比。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五

第1教时

探究日本的位置和范围，知道日本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及自然
资源；

初步掌握学习国家地理的方法，提高学生运用地图的能力和
地理学习能力；

日本自然地理特征；

日本多火山和地震的原因；

发达的加工贸易经济

日本自然地理特征；

日本多火山和地震的原因；



发达的加工贸易经济

课件《樱花》

课件日本

屏幕显示日本富士山图（带樱花的一幅），名曲《北国之
春》，用于课前播放，营造气氛。

[提问]：同学们，通过看和听，你有什么要说的学生发言，
把学生引入日本话题。

学校组织一批学生到日本修学旅行，下面几种运输方式都能
到日本吗为什么

1、汽车2、火车3、飞机4、轮船

（让学生去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

[活动]：

四人一小组，根据下面提供的四个问题，采取合作学习的方
式，选择其中的一题展开探究讨论，然后用你最喜欢的方式
向大家展示讨论结果。

合作完成

1、日本的领土主要由哪几个大岛组成

2、地图册上的比例尺量算上海——东京的距离

3、日本有那几个的城市并能在地图上找出所在的`位置

（让学生带着问题探究讨论，画面切入到“世界政区
图”、“日本图”）



教师此时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政区图”、“日本图”和“富
士山图”，结束后重新显示版面2，让学生回答问题，讲出日
本的位置和领土组成，主要港口和自然特征。教师予以必要
的补充和强调有关内容。

[读图7、5—7、7分析完成

1、日本为什么多火山和地震

让学生对火山和地震有感性认识。

显示日本和中国人口比较表学生分析

国家人口数（亿）面积（平方千米）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中国13960万

日本1、2737、7万

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万多美元，是世界收入国家之一

世界上前30家大商业银行中，日本占18家

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

1、日本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是什么

2、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有哪些主要工业部门

3、日本主要工业原料来自哪些国家（地区）

4、日本贸易对象是哪些中日贸易情况怎样

有利条件：



（1）丰富的人力资源

（2）较高的科技水平

（3）岛国的优势

不利条件：自然资源缺乏

探究题活动：

1、看看日本工业主要分布在那里

2、综合分析日本工业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的主
要原因

3、日本经济对外依赖严重，会对日本经济带来那些影响谈谈
你的看法

4、阅读课本24页有关资料，回答问题

显示几幅图片：“日本富士山和高速铁路”图片、“填海造
陆”图片、有关大阪的鸟瞰图片。教师边讲课边播放有关内
容。

显示“日本工业区分布空白图”，让学生回答图中英文字母
所代表的工业中心名称，并思考回答日本工业分布在这里的
原因。（学生探究学习，合作完成，同时借助于多媒体，通
过这多个版面的播放，辅之以教师的讲解，学生普遍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学习兴趣很浓，教学效果很好。）

日本

一、多火山、地震的岛国

二、发达的加工贸易经济



三、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六

(课堂导入)

展示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等风光图，引入亚洲地形的学习。

复习提问：陆地地形可分为哪几种基本类型?――高原、平原、
山地、丘陵、盆地。(亚洲全有――地形复杂)

(讲授新课)

板书三、高原山地为主的亚洲地形

提问亚洲地形有什么特征?

活动：

(1)读图6-3，亚洲地形图，6-4世界大洲陆地海拔高度比较图，
找出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峰、
西西伯利亚平原、死海的位置。(填图练习)

(2)依据地理方位说明亚洲的山地、高原主要分布在哪
里?――中部

(3)亚洲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伸有哪些山脉?

(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玛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

(4)亚洲大陆四周有哪些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印度河-恒河平原等)

归纳亚洲地势有什么特点?――中部高，四周低



(5)小组讨论：

讲解从北向南分别是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硫
球群岛、马来群岛。利用板块构造学说来解释。

(6)请根据对亚洲地形特征的分析说出大洲地形的特点主要从
哪几方面来总结?

地形类型及分布、地势特征、相对高差、平均海拔、特色地
形等方面。

小结亚洲地形的特征：

(1)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平均海拔较高;

(2)地面起伏大，高低悬殊;

(3)地势中部高，西部低。

活动根据以上步骤和方法，依据图6-3和资料总结归纳欧洲地
形特征。

(课堂总结)

这节课主要学习亚洲的地形特征，结合对亚洲地形的分析方
法，来总结出欧洲的地形特征。

板书设计

三、高原山地为主的亚洲地形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七

1、知教学资源下载，还有大量而丰富的教学相关资讯!"识与
技能：法国的地理位置，法国的气候类型和旅游业的发展状



况。

2、过程与方法：学生自学，教师指导。

3、情感态度价值观：建立我国与法国的对比，从法国的发展
中找到我国发展的有效途径。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八

1.知识与能力：了解地球自转的运动方向，特征。了解地球
自转的地理意义。

2.过程与方法：通过画图，读图，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兴趣。

1.教学重点：地球自转的基本特征。

2.教学难点：昼夜更替，经度时差产生的原因，地方时差计
算方法。

引入：同学们学过物理，知道物体是处于不断地运动之中，
地球也是如此。

讲解：上节课学习了地球与地球仪，了解了连接南北两极且
穿过地球内部的轴为地轴。

提问：什么是地球自转呢?(地球绕地轴不停地旋转，叫做地
球的自转)

太阳在空中是怎样运动的?(东升西落)

得出结论: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

提问：太阳东升西落的时间是多长(12小时)



一天的晨昏现象呈现怎样的规律?(交替，连续)

得出结论：地球自转的周期为24小时，一天。

提问：由于地球自转可以导致什么地理现象?(昼夜更替)

分析问题：昼夜更替的原因?

(地球是个不透明的实体，太阳光平行照射，使得地轴两侧，
一侧亮，一侧暗，一侧白天，一侧黑夜。)

思考：地球自转其他地理现象。(经度时差)

(地球自转周期为24小时，转过360°所以，一小时转过15°
即经度每转过15°地方时相差一小时)

(135°e-73°e=62°62°/15°=4.13小时，约4小时8分)

地球的自转

1.概念：地球不停地绕地轴的旋转运动。

2.方向：自西向东。

3.周期:24小时(一天)

4.地理意义：昼夜更替，经度时差

135°e-73°e=62°62°/15°=4.13小时，约4小时8分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九

1、准确说出地球的形状，学会运用有关地球的基本数据来描
述地球的大小。



2、认识地球仪，能在地球仪上准确找出地轴、南北两极、经
线、纬线、赤道和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

3、了解赤道、纬线、纬度的定义。

4、分析掌握纬线的特点、分布变化规律，明确南北纬度、南
北半球、高中低纬度的划分。

5、根据所给出的纬线图准确说出某一点的纬度位置、南北半
球位置及所在的纬度区位置。

1、了解赤道、纬线的定义，能够在地图、地球仪上准确地找
出.

2、掌握纬线的特点、分布变化规律，南北半球的划分。

掌握纬线的特点、分布变化规律，并能准确说出某一点的纬
度位置、所在的南北半球位置及纬度区。

学习任务(一)自学课本14—16页地球的形状部分思考回答以
下问题1、说出地球的形状。

2、利用图中有关地球的基本数据描述地球的大小。

组内：相互交流自己的认识，比较出不同之处，提出疑问并
记录。

组间：以各组代表为代表交换各组记录，作出汇总。并互相
解答。

学习任务(二)自学课文第16—17页地球仪部分思考回答：

1、什么是地球仪?

2、在地球仪上准确指出地轴、南北两极、赤道、南回归线、



北回归线、南极圈、北极圈、经线及纬线。

3、说出赤道、纬线、纬度的概念，南北纬度的是如何划分的，
南北纬度各用那个字母表示。

4、观察“纬线与纬度”图分析纬线的特点、分布变化规律。，
填下表。

纬线(圈)

形状特征

指示的.方向

长度的特点

纬度的范围

度数的变化规律

相同度数的区分

零度线的确定

划分地球半球的界线

七年级地理教案篇十

1、知识与能力：了解地球自转的运动方向，特征。了解地球
自转的地理意义。

2、过程与方法：通过画图，读图，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兴趣。



1、教学重点：地球自转的基本特征。

2、教学难点：昼夜更替，经度时差产生的原因，地方时差计
算方法。

引入：同学们学过物理，知道物体是处于不断地运动之中，
地球也是如此。

讲解：上节课学习了地球与地球仪，了解了连接南北两极且
穿过地球内部的轴为地轴。

提问：什么是地球自转呢？（地球绕地轴不停地旋转，叫做
地球的自转）

太阳在空中是怎样运动的？（东升西落）

得出结论：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

提问：太阳东升西落的时间是多长（12小时）

一天的晨昏现象呈现怎样的规律？（交替，连续）

得出结论：地球自转的`周期为24小时，一天。

提问：由于地球自转可以导致什么地理现象？（昼夜更替）

分析问题：昼夜更替的原因？

（地球是个不透明的实体，太阳光平行照射，使得地轴两侧，
一侧亮，一侧暗，一侧白天，一侧黑夜。）

思考：地球自转其他地理现象。（经度时差）

（地球自转周期为24小时，转过360°所以，一小时转过15°
即经度每转过15°地方时相差一小时）



（135°e—73°e=62°62°/15°=4、13小时，约4小时8分）

地球的自转

1、概念：地球不停地绕地轴的旋转运动。

2、方向：自西向东。

3、周期：24小时（一天）

4、地理意义：昼夜更替经度时差

135°e—73°e=62°62°/15°=4、13小时，约4小时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