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 日本地理教案(优
质8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综合考虑幼儿的个体差异和群体需求。最后，
希望教师们在编写中班教案时能够灵活运用这些范文的教学
思路和方法。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一

1.运用图片描述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差别。

2.举例说出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3.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1.运用图片描述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差别。

2.举例说出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教学工具

课件

前播放《爱在文登》歌曲，创设情境，活跃气氛，引领学生
进入学习状态。

一、导入：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叫什么名
字吗？(爱在文登)对，爱在文登，那么，请同学们看这组图
片，你们能说出这是我们文登的哪些地方吗？对，非常好！
这是青龙生态旅游度假村、这是文登学公园、这幅是新建的
南海公园、最后一幅是昆嵛山风景区。

这些都是我们文登的旅游胜地，它们有的坐落在城市里，有



的则建在乡村。(导入部分加上了一首我们文登人自己的歌
《爱在文登》，出示了文登的一些旅游景点的图片，创设情
境，导入新课。)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我们人类集中居住
的地方，我们统称为聚落。这节课，我们就来共同探讨有关
聚落方面的知识。

二、新授知识：

第一部分：聚落与环境

(一)出示学习目标，自主学习

请大家看课本87页图文内容，完成导学案第一部分，自主学
习。(板书：人类的居住地--聚落)

正如以上两位同学所说，乡村中有农田、果树、池塘、有通
往小镇的小路。乡村聚落中有农村、牧村、渔村、林场等不
同类型，相对应他们所从事的是耕作、放牧、捕鱼、伐木等
生产活动。这是一组有关城市聚落的图片，在图中你可以看
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高楼林立、有许多商店、学校、
医院，道路纵横，车辆很多)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主要从事什
么工作？(工业、商业、服务业)(添加了更多的图片，更有利
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这是一组有关乡村聚落与城市聚落差异的表格。谁来说
说？(师出示表格内容)……

(二)小组合作

(三)交流展示，师总结

(一)承接：请同学们看屏幕，这里有四幅图片：沙漠、极地、
高山、平原。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你是一个原始
部落的首领，你会带领你的`子民选择把家安在哪里呢？(d)大



家都选择把家安在d这里，也就是平原地区。哪个小组起来说
一下理由？(a是干旱的沙漠地区，b是寒冷的北极，c是地势高峻
的山地，d是近海的平原地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
宜)在比较中我们发现，自然环境的优劣对聚落的形成与分布
有很大的影响。(出示图片帮助学生分析影响聚落形成的主要
因素)

(二)小结：哪位同学可以总结一下：有利于聚落形成和发展
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多媒体展示：有利于聚落形成和发展
的因素。什么样的地区聚落密集、什么样的地区少有或没有
聚落？(生答)聚落在不同地区分布的形态是怎样的？(出示图
片，生答)

1、承接：同学们，我们知道，世界各地自然环境差异很大，
聚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在
世界各地就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下面我
们就以西亚的民居和东南亚的民居为例，学习聚落与环境的
关系。请同学们阅读课本91页内容，完成导学提纲内容。(板
书：民居与环境)

2、小组内交流答案。请同学们看屏幕，西亚的民居、东南亚
的民居，他们的建筑外貌有什么特点？当地的自然环境有什
么特点？这位同学，你起来说一下，好，谁还有补充？这位
同学，你说！很好！最后老师来总结一下，请看屏
幕！……(师看屏幕讲解)世界各地的民居风格不同，既能适
应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又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体现
了当地的文化习俗。

三、拓展延伸：除此之外，你还了解哪些世界上有特色的民
居呢？它们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威海
这里有没有与我们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有特色的民居
呢？(海草房)谁来说说海草房的建筑外貌有什么特点？我们
威海的气候特点是什么？(生答)



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有特色的民
居呢？请大家再看一组图片。(出示江南水乡、蒙古包、泰国
高架屋、日本的轻木质房屋、云南丽江古城等图片并讲解)。
云南丽江古城是我国的传统聚落，我们国家还有一些有代表
性的传统聚落，对于这些聚落，我们是应该保护还是拆除呢？
请同学们读课本90页，思考这个问题。(保护or拆除)(保护，
并且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改建，更利于人类的生活)

出示四合院旅馆和窑洞旅馆图片加以讲解(拓展延伸到世界上
一些有特色的民居，观察其建筑外貌，分析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使学生对于聚落与环境的关系理解的更为深刻)

四、巩固：下面给大家几分钟时间记忆一下课本上的重点内
容。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了解了乡村景观
与城市景观的差别；了解了世界上一些有特色的民居与自然
环境的关系)

五、课堂总结。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二

学习目标 1、知道亚洲中间高四周低的地势特点，理解地形
与河流流向之间的关系。

2、知道亚洲气候特点。

3、初步学会分析各自然地理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步骤 问题设计、知识要点 点拨

一、地势起伏大，长河众多

1、地形：(1)地形特点：地形复杂多样，以 为主



(2)地势特征：亚洲地面起伏很大，

2、河流

(1)受地势影响，河流流向的特点是

(3)在图中找出密西西比河及其主要支流，分析这些河流的流
向与地形的关系：

因为北美洲东西部为地势较高的 ，中部是地势较低的 ，南
部地势更低，河流发源于 ，流向 ，最终向 流入海洋。

(4)读图6.9，图6.12，可看出，亚洲地势东西方向变化的特
点是

北美洲地势东西方向变化的特点是

二、复杂的气候

1、归纳亚洲气候的特点：

2、探究影响亚洲气候的主要因素：受 的影响

3、读图6.15，完成

(1)与亚洲气候相比较，北美洲气候分布的特点是

(2)找出40°n纬线，它自西向东依次穿过的气候类型是

(3)出80°w经线，它自南向北依次穿过的气候类型是

4、填表

比较项目 亚洲 北美洲



地势特点(东西方向)

地形特点

河流的流向

河流分布特点 呈放射状分布 呈扇形分布

分布最广的气候类型

气候类型特点

(3) 独立自学完成

小结

自然环境：

1、地形特点：(1)亚洲地面起伏很大，中间高，四周低

(2)地形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为主

2、气候特点：(1)气候类型多样

(2)季风气候显著

(3)大陆性气候分布大

练

习 1、亚洲的主体部分位于 ( )

a、西半球、北半球 b、西半球、南半球 c、东半球、北半球 d、
东半球、南半球



2、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夏季降水的多少主要受 ( )

a、冬季风的影响 b、夏季风的影响 c、东北风的影响 d、西北风
的影响

3、“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亚洲不仅有世界上的高原，，
还有世界上大的山脉和山峰。从分布来看，这些高原、山地
主要分布在亚洲的 ( )

a、东部 b、南部 c、 西部 d、中部

4“莽原缠玉带”亚洲河流众多，下列对亚洲主要河流的叙述，
错误的是 ( )

a、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向东注入太平洋

b、湄公河、恒河、印度河都是自北向南注入印度洋

c、叶尼塞河、鄂毕河都是向北注入北冰洋

d、黄河、黑龙江最后都是注入太平洋

5、李林到亚洲各地旅游，他说看到了世界陆地的最低处和最
深的湖，分别指 ( )

a、里海湖面、死海湖面 b、死海湖面、里海

c、死海湖面、贝加尔湖 d、里海湖面、贝加尔湖

6、亚洲地域辽阔，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以下没有的气候类型
是 ( )

a、温带季风气候 b、热带季风气候



c、温带海洋性气候 d、温带大陆性气候

7、下列大洲，地跨寒、温、热三带的是 ( )

a、亚洲 b、非洲 c、欧洲 d、南美洲

8、下列关于亚洲叙述正确的是 ( )

a、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的高原 b、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长的山
脉

c、长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d、贝加尔湖是世界上的淡水湖

9、造成亚洲大陆气候复杂,南北温差大,东西降水差异大的主
要原因是 ( )

(1)纬度因素 (2)海陆因素 (3)洋流因素 (4)地形因素

a、(2)(3) b、(1)(4) c、(3)(4) d、(1)(2)

10、亚洲季风气候显著的主要原因是 ( )

a、是世界上的洲 b、地跨寒温热三个温度带

c、地形复杂多样 d、海陆位置的影响

11、跨经度最多和跨纬度最多的大洲是 ( )

a、南美洲、南极洲 b、非洲、亚洲 c、南极洲、亚洲 d、北美洲、
亚洲

12、跨经度最多和跨纬度最多的大洲是 ( )

a、南美洲、南极洲 b、非洲、亚洲 c、南极洲、亚洲 d、北美洲、



亚洲

教学

反思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三

陕州外国语学校 李铜立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日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特点。

2.了解日本多火山和地震,并分析成因。过程与方法：

1.认识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特点、主要灾害及成
因分析。

2.培养学生分析综合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让学生正确认识环境和资源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懂得
地震时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2.培养学生关于探索地理事物因果关系的学习习惯。【教学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日本的地理位置和主要城市的分布。教学难点

日本的主要自然灾害：火山地震及原因。【教学方法】

多媒体辅助教学、读图导学法、活动探究法、比较教学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第一课时（共2课时）【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设计：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展示多媒体图片《富士山和樱花》及有关日本文化的图片。
总结：日本和我们是一海相隔的邻邦，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
长。

二、自主学习

1、位置：日本位于_______东部，______洋西岸。

2、领土组成：日本由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
四个大岛和诸多小岛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岛是_______，面
积最小的岛是_______。____狭____稠。

3、气候：日本属典型的_______气候，有_______气候
和_______气候，同时具有_______特征，夏秋两季太平洋沿
岸有_______。

4、地形：日本多_______和_______，最大的平
原_______，_______覆盖率高。

5、日本多_______和_______，原因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是日本的象征，也是一座活火山。

7、日本的首都_______，国花是_______。

8、四国岛和本州岛之间的水域是_______。

三、讲授新课



1、读图分析：日本的地理位置

总结：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国。它
位于北温带，与中国一衣带水，而且位于东半球、北半球，
日本东临太平洋,西隔日本海、朝鲜海峡与俄罗斯、朝鲜、韩
国相望,西南与我国隔东海相望。

2、读图分析讨论：日本的领土构成，学生分组活动讨论：说
出日本的领土构成，主要城市。

总结：a.日本国土由四个大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
及周围许多小岛组成，主要城市有东京、横滨、名古屋、大
阪、神户、北九州、长崎等.b.日本人稠地狭。

3、师生互动：日本的气候

总结：温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特点：降水较多

4、探究讨论:日本的地形特点 读图8-2-2 日本的地形 总结：

日本地形多山地、丘陵，且分布在中部，平原面积狭小，多
分布在周围沿海地区，最大的平原是关东平原。日本地形四
分之三是山地和丘陵，四分之一是平原。所以，日本的森林
面积占的比值大。

5、合作探究：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

展示《富士山》图片，《六大板块示意图》 活动探究：

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 总结：

日本著名的山峰——富士山，不仅是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
也是一座火山。日本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地带，
地壳不稳定，多火山与地震。



四、、课堂小结

（1）、提问：本节课都学了哪些内容？（2）、展示多媒体
课件 第一节日本（第一课时）

（1）位置: 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群岛国家。

（2）领土组成：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数千
个小岛及其附近海域组成。

（3）地形：山地、丘陵为主。

（4）气候：受海洋性影响较大的季风气候。（5）多火山、
地震：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

六、当堂检测：

1．日本的温泉有1200多处。下列现象，与温泉相联系的是（）

a．日本气候具海洋性特征 b．日本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c．日本多火山和地震 d．日本河流短小湍急 2．有关日本的叙
述，正确的是（）

a．日本位于我国东面，隔渤海和黄海相望

b．日本领土主要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4个大岛组成
c．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但海岸线较平直，缺少优良的港湾
d．日本的领土面积较小，故南北的气候差异较小 3．有关日
本地理环境的叙述，正确的是（）

a．日本降水较丰富，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b．日本地处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处，多火山、地
震。c．日本是受海洋性影响较大的温带大陆性气候。d．日本的



森林面积占的比值很小。4．日本的地形类型主要是（）

a．山地和丘陵 b．平原和高原 c．盆地和山地 d．丘陵和平原

5、填图：

（1）写出字母代表的海洋事物名称：

a________ b________ c________（2）写出数字表示的岛屿名称：

1_______ 2_______ 3_______ 4_______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四

东亚概况

1、位置和范围

东亚在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侧，包括中国、朝鲜、韩国、
蒙古和日本等国家(见上图)。其中朝鲜、蒙古同我国接壤，
日本、韩国与我国隔海相望。

2、地形特征

(1)多半和岛屿，海岸曲折(多港湾)

东亚海岸线比较曲折(图7.2)，沿海有许多半岛(朝鲜半岛、
山东半岛)、岛屿(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南海诸岛、台湾岛、
海南岛)和边缘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

(2)地势西高东低

东亚的西部内陆多高原和山地，东部沿海多平原、丘陵。地
势西高东低，许多大河从西往东注入太平洋。



(3)多高原与山地丘陵，平原少

东部的半岛和岛屿上多山地和丘陵，平原面积狭小，河流短
促。(下图)。

地形如何影响其他地理环境要素

(2)影响河流(水系)：地势西高东低使我国许多大河滚滚东流，
沟通了东西交通，方便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联系。

(3)影响河流(水文)：地形呈阶梯状使河流在流经阶梯之间的
河段，由于具有较大的地形落差，蕴藏极为丰富的的水能资
源。

(4)影响河流(水系水文)：半岛和岛屿上多丘陵山地，使河流
短促，落差大，水能丰富。

(5)影响植被与含沙量(水文)：半岛和岛屿上多丘陵山地，加
上气候湿润，有利林木生长，森林覆盖率高，河流含沙量小。

东亚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差异

比较项目西部内陆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

日本

一、自然地理环境

(一)位置范围：

位于30°n~45°n，东亚岛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
洲四大岛屿及其附近的1000多个小岛组成。

学生完成后结合多媒体讲解。



1.海陆位置：

太平洋____部，亚洲____部。

2.经纬度位置：

e~e，位于东半球。

n~n，位于北温带。

(二)地形

让学生在图中找出关东平原、富士山，并分析日本的地形特
征。

1.日本地形以_____和______为主(3/4)，平原面积______，
最大的平原是__________。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五

本课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第
四章第三节后两个标题内容。本节内容是：体会聚落差异源
自环境差异，认识聚落与环境的关系;了解聚落的发展表现，
在变化中发现问题――传统聚落在消失，在探讨传统聚落价
值中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

【设计理念】

本课教学应该以体验领悟、分析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探究
兴趣，体验人地关系的和谐与发展，顺应学生心理发展趋势，
深入浅出地突破学生学习的畏难心理，了解地理知识的现实
和应用价值，在思想上获得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
精神家园，产生无限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创造力。为其
合作学习、多元化学习、终生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举例说明聚落与环境的关系。

(2)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析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有利条件，理解聚落是环境的
产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

(2)通过理解体会传统聚落的内涵与价值，懂得保护世界文化
遗产的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聚落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进一步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
活动的关系。

(2)体会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和思想实践上的智慧高度，培养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3)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乐于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
本质，乐于合作与交流。

【教学重点】

聚落对环境的适应表现，保护传统聚落的意义。

【教学难点】

聚落对环境的适应表现。



【教学方法】

整个教学过程运用教师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合作探究的
教学模式。问题引导法、交流合作法、自主学习法。

【教学过程】

展示课件中不同聚落的图片，启发学生分析:分出乡村还是城
市，人们从事什么样的劳动生产活动，师生互动得出聚落的
本质差异在于劳动生产方式。

转承:劳动生产方式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适应环境，
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所以必须立足于环境。因而，聚落
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课件演示)

1.聚落与环境

师：探究事物间的关系必须弄清两个方面:(1)弄清两者之间
的作用与影响。(2)理解相互适应表现。

师生共同分析归纳教材中影响聚落分布的自然和人文因素。

设计意图：学生可以根据书上的图，还可以联系生活，活跃
了思维并勇于探索发现和推断，使他们在参与中感受成功的
喜悦，从而更加自信，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师：聚落是环境的产物。(学生认同后继续)是人类在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的产物。不仅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还深刻地体
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智慧和改造水平。

展示课件中东南__带雨林区的民居，西__带沙漠区的民居，
学生讨论。

转承：民居建筑适应于环境，更适用于生活，它体现了环境
更体现了人类的智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聚落也在不断



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传统聚落记录人类智慧的发展进程，
它是浓缩了的历史，而现代民居则体现了当今科学技术的发
展水平，并在飞速发展中。

2.聚落的发展与保护

师：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回望历史，农耕文明的发展，生态
退化出现了;如辉煌的巴比伦古国就是在发展农耕中，生态恶
化后过早陨落的;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污染随之而来。所以
我们在发展与变革中，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权衡利弊，以
保证进一步的发展。聚落的发展我们应如何面对呢?(课件演
示)

学生快速阅读教材总结聚落发展表现及出现的变化。

设计意图：设置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给予肯定，引发学生对
消失中的传统聚落的关注，先抑后扬，牵引着学生的心。

生：总结传统聚落的价值。

师：全世界人民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已经把在乡村和城市
建设中，如何保护聚落中有价值的纪念地、建筑群和遗址，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了。

生：根据生活所见回答。

师：总结归纳：(1)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__。(2)圈建保护。(3)异地迁建保护。

转承：有些极其珍贵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已经不再是某国
某地为保护自身特色和历史的珍宝，而成了全世界人民的文
化瑰宝了，那就要把它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了。

生：根据课件中图片回答，了解37处世界文化遗产及其中有6



处属于传统聚落类的文化遗产。

师：放眼世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聚落还有很多，
这里是?(课件演示)

生：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师：真棒哦!我们了解一下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那么这里?(课
件演示)

生：中国的威尼斯――苏州。

师：我们来谈谈你们对苏州的印象。

生：水乡，园林，人间天堂，苏州工业园区。

师：苏州是我们中国首批的历史文化名城，小桥流水、民居
老街、大小园林，真可谓是移步易景啊!

师：展示课件中关于苏州的组图。

生：根据课件所展示的图片分组讨论。

设计意图：通过对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与环境的适应，和对
苏州发展的建议，让学生把本节所得的思想加以应用，实现
内化。

学生总结，教师点拨，强化重点难点。

师：苏州在发展，我们家乡也在发展，请分析一下我们的家
乡，有哪些与环境相适应的表现，它的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到网上查找详细资料，写成小论文，相互交流。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六

地形和河流(第一课时)

知识目标

1初步认识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并能说明依据;

2能结合地图描述亚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及范围。

能力目标

2理解河流分布与地形之间的`关系。

情感，态度目标

1培养学生热爱我们所居住的大洲——亚洲的良好情感，激发
学生的自豪感;

2通过参与观察，分析，讨论，竞赛，辩论等课堂活动，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合作精神。

教学重点

1亚洲的位置特点;

2亚洲地形与河流分布的关系。

教学准备

资料图片，幻灯片，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教学提示与建议



导入：点出上学期从全球角度，按照地理要素来研究问题。
这个学期以大洲为研究对象，去研究某一个区域的地理环境
状况。

通过一系列提问，让学生回答，引出亚洲。

(展示“东西两半球图”)

复习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和位置

小结：亚洲主要位于东半球和北半球，这是它的纬度位置。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七

学习目标 1、学会利用半球位置、海陆位置和经纬度位置来
描述一个区域的地理位置。

2、知道世界第一大洲。

3、学会描述一个区域的范围。

4、了解亚洲的地理分区。

重点 亚洲的地理位置特点

步骤 问题设计、知识要点 点拨

自

主

学

习 一、雄踞东方地大洲



(一)、地理位置

1、半球位置：主要位于 半球、 半球。

2、海陆位置：

周围的大洋：南面是 洋、北面是 洋、东面是 洋

西南是 海。

周围的大洲：西北是 洲，以

为界

西南是 洲，以 为界

东北是 洲，以 为界

东南是 洲

3、经纬度位置：

纬度范围： ——

经度范围： ——

由此可知，亚洲大部分位于 带，北部小部分位于 带，南部
小部分位于 带。

(二)、学以致用

1、读图6.1，指出北美洲的半球位置， 半球， 半球。

2、读图6.3，指出北美洲的经纬度位置，纬度范围： ——



经度范围： ——

3、读图6.3，指出北美洲的河流位置特点

(1)北美洲北临 ，西临 ，东临 (大洋名称)

(1)

二、世界第一大洲

1、亚洲包括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和周边岛屿，面积约4 400万
平方千米，从哪些方面可以描述亚洲之大呢?(1) ;(2) ;(3) 。

2、亚洲的地理分区

(1)亚洲分为六个分区，即 、 、 、 、 、

(2)中国位于哪一分区? 这一地区有哪些国家

(3)西亚沙特阿拉伯的贝都因人的生活文化特点可以反映出当
地的特点

3、填表

比较项目 亚洲 北美洲

东、西半球中的位置

南、北半球中的位置

濒临的大洋

面积(万平方千米)

所跨的纬度范围



所跨的经度范围

反思：

学生自己完成

地理日本教案及反思篇八

一、课型：新授课

二、课时安排：第1课时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学会运用地图说明西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认识里海、黑海、
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波
斯湾、土耳其海峡。

能在西亚的填充图上准确的填出西亚的主要国家及其首都，

过程与方法

了解西亚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西亚地区的宗教特色以及与
宗教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城市——麦加、耶路撒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了解西亚也是人类古代文明中心之一，是犹太教、-的发源地。

四、教学重点：

学会运用地图说明西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能够正确填图

五、教学难点：

学会运用地图说明西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的读图、填图能力

六、教学方法

综合法、读图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创设情境法、自学指导
法

七、教学用具

教学挂图、板图、班班通

八、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上节课主要内容。

(二)、导入新课

由新闻直接指出硝烟弥漫的战场——伊拉克。找学生指出伊
拉克所在的位置，由此引出伊拉克的所属区域——西亚地区。
联系实际、从新闻出发吸引学生兴趣。

板书：第三节西亚

(三)、讲授新课

通过读图确认伊拉克的位置，了解西亚的范围

读图找出亚洲欧洲、非洲，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
里海、大西洋、印度洋



五海三洲之地

通过读图掌握西亚的地理(海陆)位置：

间接的沟通着大西洋与印度洋

位于亚洲的西南，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交界地带

位于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之间

所以被称为两洋三洲五海之地

交通要道(古代、现代)

找学生介绍历所学的古代丝绸之路的知识。

主要国家、首都

伊拉克—巴格达、阿富汗—喀布尔、

土耳其—安卡拉、科威特—科威特、

伊朗—德黑兰、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叙利亚—大马士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等国

利用填充图册12页的题目进行练习。填注两洋、三洲、五海、
大洲分界线、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拉克、沙特
阿拉伯、巴勒斯坦、埃及、土耳其、科威特等名称的位置。

阿拉伯国家、宗教

简单介绍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巴以之间的矛盾冲突。试着分析
引发矛盾、战争的主要原因。



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以及培养学生关注时事新闻的良好习
惯。

(四)、小结与作业：

目标检测上的题目

板书设计

西亚(1)

五海三洲之地

交通要道

主要国家、首都

宗教

西亚(2)

一、课型：新授课

二、课时安排：第2课时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西亚的自然地理环境，比如地形特征、气候特征、主要
河流等。

了解自然环境与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关系，以及当地发展节水
农业所取得的成就。



掌握西亚石油资源在世界上的地位、分布特点和主要产油国。
根据地图，了解西亚石油输往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路线。

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从课外书籍上获取地理知识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西亚石油资源的强调，指导学生认识其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培养学生科学的人地观。

四、教学重点：

掌握西亚石油资源在世界上的地位、分布特点和主要产油国。

根据地图，了解西亚石油输往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路线。

五、教学难点：

通过对西亚石油资源的强调，指导学生认识其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培养学生科学的人地观。

六、教学方法

综合法、读图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创设情境法、自学指导
法

七、教学用具：

教学挂图、板图、班班通

八、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二、讲授新课：

以高原为主的地形特征

指导学生读图分析，提示分析地形特征的四个方面(平均海拔
高度、相对高度、主要地形类型、地形分布特点)学生分别分
析西亚地形的四方面特征。

炎热干旱的气候

大部分为热带沙漠气候，伊朗高原和小亚西亚半岛中东部属
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黑海、地中海沿岸属于地中海气候，阿
拉伯半岛的西南有小部分热带草原气候。大部分较干燥。在
如此干旱的地方，对于人、动物和植物，水都是非常重要。
强调西亚地区大部分属干旱地带。

河流

世界石油宝库

西亚石油的储量、产量、输出量居世界首位。

西亚石油主要输往西欧、美国、日本

51页图2-24西亚石油海上运输路线

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西方的生命线”。

阅读“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阅读材料，“西亚石油资源和生
产特点”

三、作业：

目标检测上的题



四、小结：

本课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