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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序号+名字：11 徐梓莹

模拟课堂教学比赛附加说明

姓名 徐梓莹

班级和专业 1702 地理科学（师范）

教材版本 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授课对象 高一学生

授课课题 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表现之“牵一发而动全身”

教学内容的章节 地理必修一第五章第一节

教学内容的类型 课堂导入、课堂讲解、课堂提问、整合归纳

教学内容分析 课标要求：

【2017 版新课标】运用图表并结合实例，分析自然地理环境的整

体性和地域分异规律。

课标解读：

本课使用的是 2017 版新课标，关注课标中“运用图表并结合实例，

分析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的这一内容。

与 2003 年版旧课标对比，2017 版新课标对于学生要求是整体提高

了。

从行为条件看，2003 版课标为“举例说明”而 2017 版新课标要求

“运用图表并结合实例”，“举例说明”相对简单直接，可表现“说出”

体现整体性的原理和例子，而案例 2017 版新课标更强调课堂教学中案

例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突出对图表的利用，强调案例的科学性和地理

数据体现，因此本节课需要运用真实案例并结合科学数据进行案例探究

教学。

从行为动词来看，2003 版课标要求“说明、理解”，2017 版新课标

要求“分析”，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2017 版新课标对学生的要

求更高，做到“分析”即要求学生能够从材料中辨别出各个组成部分，

并确定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应自然地理环境整体行则要求学生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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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并能够理解整体性的地理过程教学。

2017 版新课标中指出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规律是贯穿在整个课程

内容中的，例如在地理必修一前四章所学习到的各类“循环”和“过程”，

因此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重视引导学生对以往所学知识的回想和运用。

教材分析

1. 选题来源：

课题选自人教版地理必修一第五章第一节

2. 选题知识内容及结构：

“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表现之‘牵一发而动全身’”包含了“自

然地理要素有哪些”和“某一地理要素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两个知识点，前者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有所了解，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为本课程的重难点。

3. 选题章节联系与地位：

本课在教材中属于总结、提高性知识点，综合运用了必修一前四章

所学的水圈、大气圈及岩石圈物质的循环运动和基本地理过程，是对自

然地理部分学习的整合。

同时为认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正确处理人地关系打下基础，为区

域地理人地关系的学习奠定基础。

知识重难点：

重点：说明整体性概念、特征及其实际案例中的分析应用

难点：分析某一地理要素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理过程。。

教学目标：

1.利用图表和文字材料，理解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表现：某一自

然地理要素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理过程。（综合思维）

2.简单认识贵州毕节地区地理位置及其地理现象，结合材料收集和

处理其中的地理信息，说明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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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掌握地理要素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并能在实际案

例中分析应用。（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

3.结合学习内容，辩证思考人类活动在具有整体性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的影响，为认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正确处理人地关系，树立人地协

调观打下基础。（人地协调观）

学生情况分析 群体特征：

本次课堂教学的目标人群是普通高中高一学生，对学生缺乏长时间

尺度、大规模生态环境变化的感受体验，或者可能在生活中有所了解但

缺少对此变化的深入思考，对自然环境剧烈变化的现象感到好奇，因此

可以利用该点设计贯穿课堂导入及整体的问题——“80 年代贵州毕节

地区森林减少为什么导致整个自然地理环境恶化”。

知识基础：

1.“地理要素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知识点是自然地理环境整

体性的体现之一，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对主要的自然地理要素（气、

地、水、土、生）有所理解。

2.通过必修一第一至第四章的学习，基本了解自然地理环境中水

圈、大气圈及岩石圈物质的循环运动，基本的地貌过程和天气过程，但

整体性强调这些知识的整合，在整体性的学习过程中，教师需引导同学

们回忆、运用并整合过往所学知识，以此达到自然地理部分学习的总结

和提高。

3.尚未深入接触区域地理或中国地理、在初中中国区域地理学习的

基础上，在学习前需要对案例地做一定区域特征介绍。

能力基础:

具备一定的读图分析能力、材料归纳和地理过程分析能力，但技能

较为薄弱；须要教师一定的引导，并通过教学过程中的运用以加强锻炼，

同时教师予以评价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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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和程序 教学方法：

问题式教学法，依据 80 年代贵州毕节地区生态严重恶化的案例情

境提出地理问题，结合材料对问题进行分析，解决问题，形成对地理环

境整体性的综合认识，结合课后探究验证课堂所学。

教法：教师以引导式讲授法和实验法为主，设计问题链，在学生阅

读材料图表时给予引导、在学生探究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地理

过程时给予知识点拨和归纳的帮助；通过对比演示实验，引导学生观察

实验现象，归纳总结规律原理。

学法：以读图分析法和材料分析法为主。通过案例中提供的图标及

素材，如贵州毕节地区植被覆盖率与水土流失图等分析生物要素对于其

他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

教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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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教学内容的类型有课堂讲解、课堂导入、巩固复习、课堂提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