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地形的教学反思湘教版(汇总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地形的教学反思湘教版篇一

通过这堂课的教学，我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节课重点突出，本课的重点应该放在运用地形图分析
总结我国地势、地形特点。我在这方面花的'时间最多，而且
通过绘出地形剖面示意图，很直观，有助于学生理解。

二、注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自己观察、探索、发现
规律。如让学生观察分析“中国地形图”，和沿32°n线中国
地势剖面图,并请一同学到前面在黑板上画一幅示意图,运用
地形图分析总结我国地势、地形特点,从中培养学生读图和分
析分层设色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等各类地图的能力。

三、注重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体现学生是地理学习的主人，
教师是地理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如整节课几乎
是由学生活动串联在一起,学生在读图、绘图的过程中把握我
国的地形特点。

中国地形的教学反思湘教版篇二

从整体上把握教材，突破了教材的重难点，改善和优化了整
个教学流程，提高了学生综合联系的能力。虽然这节课 取得
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但是还存在一些令人遗憾之处，如果让



我再讲一遍，我除了发扬上述优点之外，我还会努力做到：

1、在授课过程中，更好的调控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所用的时间，
把思维拓展“地势对气候河流的影响”作为课后讨论题展示
给学生，这样就在新课结束时，留下悬念，让学生欲罢不能，
深化地理学习兴趣，还可以与导课录相中“地形对气候、河
流及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相呼应。

2、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口头上的赞许和掌声之外，我会比现
在用更多的手段来激励学生。如把学生画的优秀的山脉图用
多媒体实物投影展示给全体学生，既表扬了个体，又让其它
同学有了学习的榜样，更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
兴趣。

3、 无论在导课还是在教学的各个环节的衔接中，我会更注
意用恰当、优美的语言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重视对学生
的思想道德教育。我不会因一节课的成功而骄傲， 也不会因
一节课的失败而气馁，一切为了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进行
有效的学习，使其自己得到充分的发展，让每一节课都能精
益求精，将是我不懈的.追求。

反思五：中国的地势和地形教学反思

回顾本节课的内容，本人觉得有几个亮点：

1、导入有特色。

用多媒体播放歌曲《歌唱祖国》，同时展示我国各大地形区
和河流图片来创设情境，激昂的旋律，壮丽的景色，会平息
学生一切杂念，会让学生激动，也会让学生对我国地势地形
增加了解，心中已丛生万般自豪！

2、注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自己观察、探索、发现规
律。



地势特点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之一。学生可以直观地从分层
设色地形图上得出“西高东低”的特点，但不容易形成“阶
梯状”分布的认识。因此让学生观察分析“中国地形图”，
和沿32°n线中国地势剖面图,并请两名同学到前面在黑板上画
示意图, 通过我一步一步教学引导，特别是学生探究性活动-
---绘图，直观地把这一特点展示在纸上（或黑板上），给学
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比学生就直接地从书本得到结论，
效果要好得多。从中也培养了学生读图和分析分层设色地形
图和地形剖面图等各类地图的能力。

不足之处：

1、教师本身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有待提高。

2、课堂设计还有待完善。如：分析地势对交通的影响时，如
能播放船舶如何经过阶梯交界处的视频资料，效果会更好，
直观、有助于学生理解。

中国地形的教学反思湘教版篇三

在教学实际中，我觉得我体验最深的一条是很多时候就是满
堂灌的教学模式，我努力尝试改变这样的教学方式。了解学
生状况，上课做到双方交流沟通。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
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
流彼此的观点、看法。在我地理课中，努力改变我教，学生
听的模式，让他们自己通过读图、看书、讨论来得出结果。
交流意味着人人参与，意味着平等对话，意味着合作性意义
建构。非常重视地图的使用，利用好地理新课程图文并茂、
形象直观的图表，让学生自己观察出地势、地形的分布以及
它们的关系。

学习的.兴趣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
学习成绩。在学生的好奇心上下功夫，由此引入，学生觉得



有意思了、有兴趣了，顺应学生的心理，正确地引导他们多
问的习惯，以丰富的感情色彩让学生体会到本节课中国的山
川河流之美，从而学习他们的地理空间分布。在再完成作业
的基础上，巩固练习，完成教学任务。

中国地形的教学反思湘教版篇四

通过这堂课的教学，我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节课重点突出，本课的重点应该放在运用地形图分析
总结。

我国地势、地形特点。我在这方面花的时间最多，而且通过
绘出地形剖面示意图，很直观，有助于学生理解。

二、注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自己观察、探索、发现
规律。如让学生观察分析“中国地形图”，和沿32°n线中国
地势剖面图,并请一同学到前面在黑板上画一幅示意图,运用
地形图分析总结我国地势、地形特点,从中培养学生读图和分
析分层设色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等各类地图的能力。

中国地形的教学反思湘教版篇五

本课《中国的地势》是《中国的地形》的第三课时，这一课
时的重点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中国的地势特点，并将中国的
地势特点与地形、山脉融合在一起，教学内容较少，但需落
实的任务不少。这一节课的教学效果较好，基本完成了教学
任务，实现了教学目标。在这节课中我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本课的重点应该放在运用地形图分析总结我国地势特点，并
落实掌握。我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较多多，而且通过中国地形
图与地形剖面图，很直观，有助于学生理解。

如让学生观察分析“中国地形图”，和沿32°n线中国地势剖



面图,运用地形图分析总结我国地势、地形特点,从中培养学
生读图和分析分层设色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等各类地图的能
力。另外，我国三级阶梯的特征也由学生自主读书、读图完
成表格。

这节课几乎全由学生活动串联在一起,学生在读图、绘图的过
程中对我国的地形特点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

这节课花哨东西不多，都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所以
整节课都让学生通过读图、填图、记图来掌握我国的地形特
点。

地图是地理教学的第二语言，在这节课中，重要教学途径就
是读图，以中国地形图为基础，总结我国的地势特点、完成
表格及填图，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空间记忆。

但是这节课也存在很多问题：

1、对于生成性资源没有重视并及时解决。在通过读中国地形
图完成选择题的过程中，a、b选项反映的都是西高东低，但a选
项是阶梯状的，b选项是渐缓式的，虽然学生都选出了正确答
案，但对于选项a与b的区别，我没有及时给与解释，使得学
生虽然得出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结论，但略显牵强。以后
应该进一步从颜色过度上说明我国的地形海拔跨度大，呈阶
梯状分布，所以选择a选项。

2、时间安排有些不合理。学生在完成表格与填图上所花的时
间过长，留给学生落实记忆的时间较少，使得课堂氛围略显
冷清，落实效果也不如预期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