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 高中地理教
案(优秀6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篇一

1）运用地图指出青藏地区的范围，比较它与其他地理单元的
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特征。

2）说出青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1、知识与技能：

学生通过运用地图及图表对青藏地区的学习，掌握学习区分
地理的方法和步骤，了解青藏地区的位置、范围、山脉、河
流等基本情况，掌握青藏地区“高”、“寒”的自然环境特
征，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根据青藏高原农牧业的特点，培
养学生具体分析和掌握地理环境差异性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读图、阅读等活动，使学生能在地图上找出青藏地区
的位置和范围，训练学生学会用分析与归纳的方法学习中国
区域地理。

2）通过读图、阅读等活动方式，培养学生分析与归纳的地理
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读图、阅读等活动，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因地制
宜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2）通过多媒体展示，让学生感受青藏地区的美丽、神奇，提
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3）通过对青藏高原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讲述，使学生了
解青藏高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资源宝库，激发他们的爱国主
义情感和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

1、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被
称为“世界屋脊”。“地高”、“天寒”是本区主要的自然
特征，是引起地理环境各要素变化的主导因素、抓住
了“高”和“寒”对地理各要素的影响，也就抓住了各自然
景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2、“高原农牧业”，青藏高原独有的农牧业生产特点是受其
气候影响而气候又是受其地形地势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要
层层分析，使学生掌握形成高原农牧业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多媒体展示平台

多媒体教室。

（一）情景导入

师：那同学们请回答老师刚才的问题，你都看到了哪些地理
景观？

生：回答略

师：这些地理景观都来自哪里？

生：青藏高原



师：青藏高原属于四大地区的哪一地区？

生：青藏地区

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青藏地区。我们学习区域地理从
哪些方面入手？（生答）现在就让我们做一下第一个小组探
究活动——认识青藏地区的位置和范围。（请一个同学读一
下小组探究活动）

（二）讲授新课

1、小组探究一：认识青藏地区的位置和范围

结合导学案，请同学们阅读教材，以前后位相互合作的方式
初探下列问题：（时间：3分钟）

1）青藏地区的位置和范围及其包括的省区。

2）了解青藏地区人口、民族和面积。

3）找出青藏高原上主要山脉、地形区，说出其独特的地势特
点。

4）根据青藏地区自然环境独特性，找出本区的资源。

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了解四种主要地质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泥石流和滑坡）
的成因及危害；

2、了解地质灾害的关联性，理解监测防御地质灾害的重要性；

3、了解人类活动对地质灾害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了解关于地



质灾害方面的科学研究的进展。

1、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能正确评价地质灾害和人
类活动的关系；

2、增强学生面临地质灾害时的应变能力；

3、读图获取信息能力。

强化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使学生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和防灾、
减灾意识。

教学工具：多媒体课件

课前准备：将学生分组，使搜集与地质灾害相关的各类资料。

教学过程：

课件演示：唐山地震图片，有配音。

学生回答：略

课件演示：主要地质灾害目录

观看录像：地震基础知识

提问：地球为什么会有地震呢？

学生回答：（板块边缘，地壳不稳）

观看录像：地震发生的原因

教师总结：知道了地震发生的原因，我们不难知道世界地震
的分布。



观看图片：展示“世界地震分布图”和“六大板块的分布
图”

学生分组讨论后回答：略

教师补充：我们很容易看到地震带来的直接危害，而实际上，
地震常常会带来其它一些间接危害，这些间接的危害往往造
成更为惨重的损失。例如地震引起的火灾，引发的瘟疫等等。

过渡：刚才我们看了世界地震分布图，事实上世界火山的分
布和地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些火山
的基础知识。

播放录像：“火山的基础知识”

学生思考回答：略

教师总结：科学家们之所以提出休眠火山，正好说明了我们
对于火山喷发规律的不甚了解。要确切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科学研究。

过渡提问：为什么意大利，日本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国家？火
山喷发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回答：略

课件演示：展示板块碰撞的动画。

分组讨论：火山喷发也是破坏性很大的地质灾害，但是，除
了危害之外，火山喷发有没有有利的方面呢？请举例说明。

课件演示：对火山喷发这种地质灾害应该有正确的评价。

（1）从灾害的角度看；



（2）从资源的角度看。

承接过渡：地震和火山喷发是危害非常大的地质灾害。它们
分别是地球内部能量释放和岩浆活动在地表的体现，而另外
两种地质灾害同样不容忽视。这就是滑坡和泥石流。

课件演示：请大家看下面的这组图，思考后面的问题。

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地质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我们应该积极的防御，尽量减少这些危害造成的损失。我国
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质灾害的发生也十分普遍。

动画演示：请大家观看我国的地质灾害图。

提问：这么多的地质灾害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这都是不能
回避的`事实，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御呢？请大家观看下面的
录像，看看日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播放录像：日本地震灾害的防御

分组讨论：在地震多发地区的人们，应该如何防御地震？
（分地震前，地震来临时和地震发生后三个阶段各应该做些
什么事？）

教师总结：请参考扩展资料“地震发生时的应变”，接着总
结地震灾害的防御措施（三方面）。

动画游戏：让学生回答，地震发生时在不同场景应该如何自
我保护。

课件演示：思考并回答问题，通过学生回答问题，总结出地
质灾害的关联性特点的三个方面。结束授课。



探究地质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活动题目：地质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活动目的：

1、通过探究活动，培养学生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

2、使学生在探究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

3、使学生通过总结探究活动的成果，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尤其是了解人类活动对地质灾害产生的间接和直接影响，以
及如何对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的防御。

活动步骤：

1、将学生分组，以便大家可以合作完成探究活动；

2、搜集典型的四类地质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滑坡和泥石
流）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例如比较典型的地震灾害，典型的
火山喷发灾害等等。

3、整理筛选搜集的资料，挑选最典型和深刻的资料，其中这
样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1）应该区分哪些灾害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哪些不是；

（2）应该从正负两个方面来对地质灾害进行评价，尤其是火
山喷发；

（3）应该尊重客观事实，正确对待地质灾害以及对灾害所进
行的研究，并对如何积极防御地质灾害提出合理的建议。

成果展示：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展示探究活动成果的
方式：



1、论文方式，要求资料准确，引用得当，观点明确；

2、制作成板报，要求精简内容，条理清楚，形式美观，用于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制作成电子演示文稿，用计算机完成演示（适合条件较好
的学校）。

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篇三

各位评委：

大家上午好！

我说课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1.5节《地球运动的
地理意义（一）》。课型是新课。我将按说教材、说教法、
说学法、说教学设计和说板书设计这五部分说课。

教材分析：这一节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昼夜交替、地方时
和沿地表水平运动物体的偏移，本节是这一单元的重点，也
是高中地理的奠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节内容较抽象
且难度较大，如何突破难点成了重中之重。

教学目标：学生已习得地球运动的基本形式，根据课程标准
要求，设立如下教学目标：

1．能解释昼夜现象和昼夜交替产生的原因及区别。

2．能根据要求计算地方时、时区和区时。

3．能运用地转偏向力的规律解释常见的地理现象。

1．通过观察光照图找出晨昏线的一些特点，学会分析地理事
物的规律。



2．通过自己绘制时区分布图，学会寻找地理现象之间的`联
系。

3．通过对比分析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图，找出每幅图的变化，
并用自己的话说清三角洲形成的过程，学会从地理图表提取
地理信息及描述地理现象。

虽然几次活动对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并不能立竿见影，
但我对学生有积极期望，这种期望会产生罗森塔尔效应（借
用李家清教授论文里的句子）。故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设定
为：

通过对眼、手、脑、口的调动，学会地理思维方法，体验学
习的乐趣。

地方时。

由于受年龄、理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出现
如下问题：

（1）在太阳高度角即太阳光线对当地地平面倾角的问题上，
较难以理解。（临时改为：对太阳高度、太阳高度角及正午
太阳高度区分不好。以致出错。）

（2）在地方时差的计算中“迟”与“早”的概念容易混淆。

（3）地转偏向力规律——北右南左中，左右难分。

教无定法，针对本节内容较抽象的问题，可选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配合传统教学方式，达到激活学生思维的目的。利用
探究法、作图法提高兴趣。

学会探究、学会联系、学会描述。

以实际生活为例引导学生思考昼夜现象和昼夜交替现象产生



的原因。

观察法突出重点：通过观察某时刻光照图，让学生自主观察
晨昏线的特点：晨昏线平分地球，是过地心的大圆、晨昏线
与太阳光线垂直、判断晨线和昏线。

创设情景，利用生活地理激活思维，突出重点：春分日那天，
全球昼夜平分，都是6点日出，18点日落。但是，当我在重
庆106.5e听到收音机里报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时，并
没有看到日出，日出竟然晚点了，同学们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引导思考地方时与区时的差别。（该创意来自半只烟老师）

对比分析法突破难点：区分太阳高度、太阳高度角和正午太
阳高度。纠正太阳高度是太阳高度角的简称，表示的是角度
而不是高度或线段。

动手绘图，加深印象，突破难点：绘制世界时区图，取得地
方时与区时的联系与区别，并形成空间思维，自主得出计算
规律。

辨析法突破难点：地方时东早西晚。平时所说的某某睡得比
你早起得比你晚，和我们地理意义上的早晚是有区别的。

若时间充足，让学生观察地球仪自转时墨水从北极流下的偏
移方向，若时间紧迫，让学生观察视频“厄瓜多尔赤道线上
的怪现象”，规律：北右南左赤道无，纬度越高越显著。培
养提取有用地理信息的能力。

在游戏中学：看图找不同，既而描述长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培养描述地理现象的能力。

板书设计：板书设计除了要求简明扼要、美观规范外，还要
能够启发学生思维，故板书设计引入“思维导图”。（此处
临时改的，不是很清楚思维导图的具体要求。）



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篇四

（1）结合“热力环流”和“大气的水平运动——风”这两部
分内容，在教师指导下，知道气压带、风带的形成过程。

（2）在知道气压带、风带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掌握气压带、
风带的分布，并会绘制全球气压带、风带分布示意图。

（3）了解气压带、风带对降水的影响。

（4）掌握并能说出气压带、风带的移动规律。

1、教学重点

气压带、风带的分布；气压带、风带的季节性移动规律。

2、教学难点

气压带、风带的形成原因及其分布示意图的绘制；气压带、
风带对降水的影响。

1、引入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引出
本课主题“风”。

2、风的概念。风是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作用下，大气由高压
区指向低压区的水平运动。

回顾热力环流的知识，并举例说明什么是水平气压梯度力。

3、风的方向。分三种情况归纳。

（1）只受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影响时，风向垂直于等压线（理
想情况）；



（2）受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时风向垂直于地转偏向力
（高空）；

（3）受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摩擦力同时作用时，风向
与等压线呈一定夹角（近地面）。

小结。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和风有关的诗词或成语。播放
《风之谷》主题曲。

过渡:(1)给出材料“二战期间日本向美国发出的风战”，思
考氢气球炸弹是如何从日本漂洋过海到达美国的？(2)讲解小
故事---“马纬度”问题和咆哮西风带的出现，让学生思考原
因。引出课题----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

5、大气环流:全球性有规律的大气运动。

6、利用三个假设来分析气压带风带的形成过程。

（1）假设1:地表均匀、不考虑地球自转（地转偏向力）和公
转

引起大气运动的因素是高低纬度之间的受热不均。

形成单圈环流

（2）假设2:地表均匀、考虑自转、不考虑公转

引起大气运动的因素是高低纬之间的受热不均+地转偏向力

形成三圈环流

视频播放:“新闻--全球高温都是副热带高压带惹的祸”

重点讲解三圈环流的形成过程和全球7个气压带6个风带。



前者由于冷热不均引起的空气运动而形成的，所以是热力原
因形成的。后者是大气运动引起空气质量的变化而形成的，
因此这两个气压带是动力原因形成的。

（3）假设3:地表均匀、考虑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太阳直射点随季节南北移动-----气压带风带在一年内也作周
期性季节移动。

气压带风带的季节移动规律:在北半球，与两分日相比，气压
带和风带的位置大致夏季偏北，冬季偏南。

假设一:单圈环流。

假设二:三圈环流。

假设三: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

思考假设四:条件更换为考虑地表海陆性质的差异，自转和公
转？

探究地中海气候的特点

结合气压带、风带的季节性移动规律和气压带、风带对降水
的影响，探索地中海地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的气
候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并以flash动画的形式加以解释。

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篇五

1、了解四种主要地质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泥石流和滑坡）
的成因及危害；

2、了解地质灾害的关联性，理解监测防御地质灾害的重要性；

3、了解人类活动对地质灾害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了解关于地



质灾害方面的科学研究的进展。

1、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能正确评价地质灾害和人
类活动的关系；

2、增强学生面临地质灾害时的应变能力；

3、读图获取信息能力。

强化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使学生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和防灾、
减灾意识。

【教学工具】多媒体课件

【课前准备】将学生分组，使搜集与地质灾害相关的各类资
料。

【教学过程】

【课件演示】唐山地震图片，有配音。

【学生回答】略

【课件演示】主要地质灾害目录

【观看录像】地震基础知识

【提问】地球为什么会有地震呢？

【学生回答】（板块边缘，地壳不稳）

【观看录像】地震发生的原因

【教师总结】知道了地震发生的原因，我们不难知道世界地
震的分布。



【观看图片】展示“世界地震分布图”和“六大板块的分布
图”

【学生分组讨论后回答】略

【教师补充】我们很容易看到地震带来的直接危害，而实际
上，地震常常会带来其它一些间接危害，这些间接的危害往
往造成更为惨重的损失。例如地震引起的火灾，引发的瘟疫
等等。

【过渡】刚才我们看了世界地震分布图，事实上世界火山的
分布和地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些火
山的基础知识。

【播放录像】“火山的基础知识”

【学生思考回答】略

【教师总结】科学家们之所以提出休眠火山，正好说明了我
们对于火山喷发规律的不甚了解。要确切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科学研究。

【过渡提问】为什么意大利，日本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国家？
火山喷发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回答】略

【课件演示】展示板块碰撞的动画。

【分组讨论】火山喷发也是破坏性很大的地质灾害，但是，
除了危害之外，火山喷发有没有有利的方面呢？请举例说明。

【课件演示】对火山喷发这种地质灾害应该有正确的评价。
（1）从灾害的角度看（2）从资源的角度看。



【承接过渡】地震和火山喷发是危害非常大的地质灾害。它
们分别是地球内部能量释放和岩浆活动在地表的体现，而另
外两种地质灾害同样不容忽视。这就是滑坡和泥石流。

【课件演示】请大家看下面的这组图，思考后面的问题。

【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地质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
害，我们应该积极的防御，尽量减少这些危害造成的损失。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质灾害的发生也十分普遍。

【动画演示】请大家观看我国的地质灾害图。

【提问】这么多的地质灾害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这都是不
能回避的事实，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御呢？请大家观看下面
的录像，看看日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播放录像】日本地震灾害的防御

【分组讨论】在地震多发地区的人们，应该如何防御地震？
（分地震前，地震来临时和地震发生后三个阶段各应该做些
什么事？）

【教师总结】请参考扩展资料“地震发生时的应变”，接着
总结地震灾害的防御措施（三方面）。

【动画游戏】让学生回答，地震发生时在不同场景应该如何
自我保护。

【课件演示】思考并回答问题，通过学生回答问题，总结出
地质灾害的关联性特点的三个方面。结束授课。

探究地质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活动题目】地质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活动目的】

1、通过探究活动，培养学生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

2、使学生在探究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

3、使学生通过总结探究活动的成果，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尤其是了解人类活动对地质灾害产生的间接和直接影响，以
及如何对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的防御。

【活动步骤】

1、将学生分组，以便大家可以合作完成探究活动；

2、搜集典型的四类地质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滑坡和泥石
流）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例如比较典型的地震灾害，典型的
火山喷发灾害等等。

3、整理筛选搜集的资料，挑选最典型和深刻的资料，其中这
样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1）应该区分哪些灾害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哪些不是；

（2）应该从正负两个方面来对地质灾害进行评价，尤其是火
山喷发；

（3）应该尊重客观事实，正确对待地质灾害以及对灾害所进
行的研究，并对如何积极防御地质灾害提出合理的建议。

【成果展示】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展示探究活动成果
的方式：

1、论文方式，要求资料准确，引用得当，观点明确；



2、制作成板报，要求精简内容，条理清楚，形式美观，用于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制作成电子演示文稿，用计算机完成演示（适合条件较好
的学校）

高中地理地图的教案篇六

1、了解gis的基本构成。

2、了解gis的基本功能，理解gis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

3、会使用常见的gis产品，能使用电子地图查询所需信息。

gis基本原理；了解gis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导入：探索活动：问题：gis是如何做到预防犯罪的？（学生
答）其操作过程是什么？

问题：gis具有哪些功能？空间分析（犯罪的空间分布），模
式分析（犯罪案件与其它因素的相关性），趋势分析（分析
哪些地方可能发生案件），决策应用（分配警力）

一、gis

1、概念：依靠计算机实现地理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分
析和应用的系统。

2、功能：

制作电子地图数据采集

空间查询数据分析



空间分析决策应用

模拟空间规律和发展趋势

3、工作流程：如p96图

4、构成：硬件软件数据人员（其中软件是核心）

gis与其它系统的区别

gis有别于dbm。gis具有以某种方式对空间数据进行解释和判
断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数据管理，这gis是能对空间数据进
行分析的dbms,gis必须包含dbms。

gis有别于mi。gis要对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库共同管理、分析
和应用。mis则只有属性数据库的管理。

gis有别于地图数据库。地图数据库仅仅是将数字地图有组织
地存放起来，不注重分析和查询，不可能去综合图形数据和
属性数据进行深层次的空间分析和提供辅助决策的信息，它
只是gis的一个数据源。

gis有别于cad系统。二者虽然都有参考系统，都能描述图形，
但cad系统只处理规则的几何图形，属性库功能弱，更缺乏分
析和判断能力。

gis：突出空间数据，反映的信息为地理信息。

二、gis应用：（可以解决的.四类基本问题）

1、与分布、位置有关的基本问题

显示了gis对信息空间表达的功能，它实际是回答了以下两个



问题：

（1）对象（地物）在哪里？

（2）哪些地方符合特定的条件？

2、趋势分析：

传统地图：某个时间的空间特征与属性特征。

gis：可以表示空间特征与属性特征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因此：可以分析该地物的发展趋势，即回答：从何时起发生
了哪些变化？

3、模式问题：

对象的分布存在何种空间模式？即揭示各种地物之间的空间
关系。

gis由许多图层组成，每图层都表示不同的地理因素，它们之
间的空间关系的融合表示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例：三层数据：交通、人口密度、商业网点分布。

通过图层的融合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用途：决策商
业网点的布局。

4、模拟问题：利用数据及已掌握的规律建立模型，就可以模
拟某个地方如具备某种条件时将出现的结果。

即回答：如果……将如何？

高程与被淹没地区的关系温室效应与海平面上涨的关系。



三、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功能的应用：

电子地图空间查询空间分析空间模拟趋势分析决策应用

1、城市信息管理与服务：电子地图、查询

2、规划：决策应用

3、道路交通管理：查询——决策应用

4、抗震防灾：分析模拟

5、环境管理：分析、决策

案例：gis在抗击非典型肺炎中的应用

168．160．224．167

板书设计：

教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