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藏地区第二课教学反思与改进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的教学反思(实用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青藏地区第二课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上了《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这节课，我收益良多，感触也
很多，认真反思后，我记下了自己心灵的对话：本节课的内
容我已特别熟悉，但对我的学生来说，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
却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我用美丽的图片引入新课，再用恰当
的视频让学生直观的了解两个地区，学生兴趣浓厚，这一点
我是成功的；本节课主要以学生为主体，试采用探究式和生
成式教学方法，转换师生的地位，我以引导者和参与者的身
份出现在学生当中，学生的积极性倍增；同时，我鼓励学生
以对比法来学习地理，教会学生“会学地理”而不是“学会
地理”，比如，我在教学中，对于西北和青藏地区的自然差
异、人文差异这些基础知识，我改变了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
做法，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找差异，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更重要的是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另外，在教学中，我依旧注重对学生地理综合思维的培
养，同时也在这一节渗透了人地和谐关系及区域经济联系发
展的观念，对学生情感教育做出努力。

但本节课，给学生的时间较多，课堂时间的分配因此受到了
影响，在答疑环节，有些学生提出的问题，还不能迅速给出
科学的合理的解释，因此，我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还要不断



的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让“生活地理”成为我的“地理生
活”，为更优秀的学生服务，同时让我的学生更加优秀。

青藏地区第二课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1.教学目标

1、运用青藏地区的位置、地形图，找出青藏地区与西北地区、
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界线，指图说出青藏地区的位置和范
围。

2、运用青藏地区地形图，说出青藏地区的主要地形类型，并
描述青藏地区的地形特征。

3、运用地图，归纳青藏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高寒，比较
四大地理区域的自然地理差异。

4、运用图片及文字资料，分析高寒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懂
得地理环境中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的唯物主义观点。

2.教学重点/难点

1、高寒的自然环境及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2、高寒的自然环境及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3.教学过程

【导入】

我国分为哪四个区域?(轻声问，轻声答)

第一阶梯是哪个区域?



长江、黄河的源头在哪个区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是哪个区域?(大声问，大声答)

(由轻声到高声，调动学生积极性)

【讲授】第一部分微课呈现

下面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学习内容，青藏地区的自然特征与农
业。

了解青藏地区内部差异，重点关注青藏地区的气候特征形成
的原因，及其对当地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先看一段视频资料，详细解读青藏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然
后针对视频内容开始计分抢答。

【活动】第一部分问题设计

第1题：青藏高原为什被称为世界屋脊?

答案：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高原

第2题：青藏高原北部边界是什么山脉?

答案：昆仑山脉

第3题：青藏高原东部边界是什么山脉?

答案：横断山脉

第4题：从青藏高原上方看，最常见的景观是什么?

答案：雪山、冰川



第5题：青藏高原地形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答案：远看是山，近看是川

第6题：青藏高原是哪些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至少说出3个

答案：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

第7题：青藏高原的气候特征是什么?用2个字概括

答案：高、寒;(因高而寒)

第8题：影响气候的因素是什么?

答案：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地形

第9题：影响青藏高原气候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答案：地形(因高而寒)

第11题：青藏地区最适合当地居民穿的衣服是什么?并口述理
由。

答案：藏袍

第12题：说出你最想看的青藏地区的美景，并解释向往的适
当理由。

【活动】讨论

去青藏高原旅游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准备哪些物品，
做好什么防护措施。

【讲授】第二部分微课呈现



青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众多的旅游爱好者。去青
藏高原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了解了青藏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
气候特点，这种环境对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有什么影响?再看一
段视频，然后针对视频内容开始第二阶段计分抢答。

【活动】第二部分问题设计

第13题：列举青藏地区特有的畜牧品种，并口述解释该品种
是如何适应高原独特环境的。

答案：牦牛、藏绵羊、藏山羊等

第14题：青藏地区的河谷农业主要分布在哪2个区域?

答案：南部的雅鲁藏布江谷地;东部的湟水谷地

第15题：青藏地区的雅鲁藏布江谷地和湟水谷地发展农业生
产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答案：气温较高、土质较肥沃

第16题：青藏地区的河谷农业中分布最广的2种农作物是什
么?

答案：小麦、青稞

第17题：青藏地区居民的日常主食是什么?

答案：糌粑

第18题：青藏地区牧民的住所是什么?

答案：牛毛毡达成的帐篷



第19题：青藏地区城镇居民的住所是什么?答案：平顶碉房

【活动】讨论

青藏地区种植业分布的地区自然条件有什么共同点?并从光、
热、水、土方面，分析雅鲁藏布江谷地农产品品质优良的原
因。

(河谷地带、水源充足、光照充足、气温较高;最后强调河谷
农业的主导区位因素是热量。)

课堂小结

高寒牧区和河谷农业是因为高寒气候决定的，这体现了“因
地制宜”的发展思想，劣势也可以变优势，这也是一种辩证
的思维模式。

课后习题

设计一条旅游西藏的路线，包括预计时间、交通工具、需要
准备的物品、人数和详细路线。要求：旅游路线上有哪些地
方是需要停留欣赏的并说明理由。

青藏地区第二课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本节教学设计总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地理课程标准新理念，
把义务阶段的学生培养成认识地理环境，形成地理技能和可
持续发展的观念。”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我首先在教
学思路上贯彻了正确的教学观，以“新课程改革的突破
口――改变学习方式，倡导自主学习”为基准（新课程教学
观的基础），创设让学生真正自主学习的情境，伴随着轻松
愉快的音乐声学生开始自己动手，组内讨论，通过感知现象、
读图分析、理解现象、学习探讨的自学步骤，使学生抓
住“干旱”、“高寒”这两个区域特征，培养学生分析、归



纳区域特征的方法，并把这一方法应用到其它区域的学习中
去。

教学手段的运用应尽量直观，变抽象为具体。在这方面我采
用了多媒体教学。

青藏地区第二课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1)运用地图指出青藏地区的范围，比较它与其他地理单元(北
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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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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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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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时要求：1课时

五、教具：多媒体展示平台

六、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室。

七、教学过程

1、歌曲激趣、营造情境

同学们，你们知道青藏地区吗?你想领略世界屋脊的美丽，探究



“雪域高原“的神奇吗?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走进美丽、神奇
的青藏地区。ppt1播放歌曲《青藏高原》片断，然后显示雪山
画面。)

2、读图求知，提升兴趣。

1.由ppt2和3展示;由雪山引出青藏地区图、所含的省级行政
单位及行政中心;

ppt4展示青藏地区的山脉、面积、人口等。

2.请学生在“青藏地区”图上(ppt4)找出各大山脉、青海湖、
湟水(谷地)、雅鲁藏布江等地理事物。

3.再由雪面引导学生得出青藏地区自然环境主要特征：高、
寒。ppt5显示(陆高海深)并完成课本p26的活动。

3、独特的自然环境

过程1.由ppt6展示：青藏地区图、青藏地热资源图、雅鲁藏
布大峡谷图、柴达木盆地盐场图、青藏铁路图。(p27)

(要求学生阅读地图，并分析：青藏地区自然环境独特性的表
现是什么?ppt7展示)

小结：

青藏地区第二课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本节教学设计总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地理课程标准新理念，
把义务阶段的学生培养成认识地理环境，形成地理技能和可
持续发展的观念。”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我首先在教
学思路上贯彻了正确的教学观，以“新课程改革的突破
口——改变学习方式，倡导自主学习”为基准（新课程教学



观的基础），创设让学生真正自主学习的情境，伴随着轻松
愉快的音乐声学生开始自己动手，组内讨论，通过感知现象、
读图分析、理解现象、学习探讨的`自学步骤，使学生抓
住“干旱”、“高寒”这两个区域特征，培养学生分析、归
纳区域特征的方法，并把这一方法应用到其它区域的学习中
去。

常言道“教学有法，而无定法，贵在得法”。任何教学方法
的选择，都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探究式的学习方式，
它是通过学生自主探究问题来完成学习内容，学生可自我检
测学习的成效和能力，也使教师更容易发现学生的差距，从
而使个别辅导更具针对性。学生通过探究学习，减少了记忆
知识点的数量。但是，探究学习是否适用于区域地理的学习？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另外，本节课运用分组自学法
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了学生
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学习中掌握知识内容；运用指导读图法引导学生看、读地
图，观察地理事物，使学生初步学会读图、识图，提高了学
生的读图能力；运用分析比较法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对知识
更加清晰，便于记忆；归纳法，使学生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
有利于知识点的落实，等等。

教学手段的运用应尽量直观，变抽象为具体。在这方面我采
用了多媒体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