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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气温的差异》说课稿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今天我说课的课题是《南北气温的差异》。我将从教材、教法、

学情与学法、教学程序、板书设计五个环节来进行。

一、说教材

1.教材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是新课标人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二节“气候多样 季风显著”的

第一课时，本节主要介绍中国的气候，在内容编排上都是围绕气候特征这一主线展开的。要

了解气候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要素——气温的分布及特点，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掌

握是学习本节内容的前提和基础。

2.教学目标

依据学生学习特点、教材特色以及大纲要求，制定教学目标如下：（出示课件）

（1）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气温的分布及特点，学生通过已有的气温资料及地图来认

识我国气温分布规律，进一步探究影响我国气温分布规律的主要因素；通过阅读等温线图，

培养学生判读分析等温线分布图的技能。

（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会并熟练阅读 1 月、7 月平均气温分布图(等温线图)，归纳

我国冬、夏气温分布特点；通过阅读我国温度带划分图，了解我国各温度带的范围，并结合

生产和生活实际分析不同的温度带对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对由我国地理环境差异性所孕育的不同文化的欣赏的情

感。树立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资源、使人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3.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我国冬、夏气温的分布特点及成因；我国主要温度带的分布及其对生产、生活的

影响。

难点：有关“等温线图”和“我国温度带的划分图”的分析判读；我国冬、夏气温分布

特点的形成原因。

二、说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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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初一时已经学习了世界的气候，知道气温和降水是反映气候特征的两个主要因

素。具备了解气候的初步基础知识，拥有一定的气候图判读能力以及从地图中提取、分析、

归纳地理信息的能力。但是，学生在初一学习的是大尺度空间的气候分布，学生对于区域气

候还不是很熟悉，从生活周围体验到的感性认识还不够深刻。

三、说教学方法

本节课根据课标要求和教材内容的特点，结合学生实际，主要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充

分利用地理课件，将文字、图形、动画等媒体综合在一起，创设直观性与探索性相结合的教

学情境，以强化教学的直观性。通过设置问题、启发诱导、读图分析、观察对比、分组讨论

等方法进行教学，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四、说学习方法

本节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渗透学法：

1.自主学习

指导学生学会阅读材料，从各种地理图像中获取地理信息，以图析文，发现问题，自我

感悟，建构新知。

2.合作学习

利用分组讨论，使学生在沟通中互补，在交流中发展，在合作中提高。

3.探究学习

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敢问善思，乐于探究，在活动中探究理解，探究后提炼观

点。

五、说教学过程

根据以上对课程标准的把握和对教材结构、学生特点、教学策略的分析，我设计了如下

教学流程，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通过学生喜爱的情景喜剧引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学生喜爱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

中的角色引入“外出旅游时该如何选择衣物”，创设一个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情境，符合学生

的认知规律。如此设计也是根据新课程理念 “尊重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引导学生从现实

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出发”，同时为后面的第二个教学环节设置一个悬念，让学生带着悬念进

入本节课的第二个教学环节。

(二)读图比较，认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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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课的重点环节，主要采用问题驱动方式，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来完成。

首先，用多媒体展示出一月份平均气温图，指导学生分析、探讨以下问题：

1.一月份0摄氏度等温线主要穿过了哪些地区?(指导学生动手在地图册上将0摄氏度等

温线画出来，以训练学生的读图能力，加深印象。因为这是我国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该线南北的植被、耕地类型、河流水文特征、农作物种类等，均有较大差异。)

2.一月份，漠河和海口的平均气温各是多少摄氏度?

3.计算一月份漠河和海口的平均气温相差多少摄氏度?

学生通过读图分析，逐步总结出我国冬季气温分布特点：冬季南北气温差异大(并且知

道我国冬季气温最低的地方是漠河，气温最高的地方是南海诸岛)。

然后，在学生掌握冬季气温分布规律基础上，指导学生自主探究夏季的气温图，通过读

图分析，认识到我国夏季南北温差不大，概括出夏季气温分布特点：南北普遍高温(并且知

道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是青藏高原，气温最高的地方是吐鲁番)。

在本环节的活动中，学生通过读图探究、自主学习掌握我国冬夏两季气温的分布规律，

教师也因势利导归纳出读气温图的方法。同时也解释了前面设置的悬念，还能激发学生主动

提出问题的积极性——为什么冬季南北气温差异大?夏季全国普遍高温却还要除去青藏高原

呢?老师再次因势利导，让学生自主探究其原因。进入到本节课的第三个教学环节。

(三)小组互动、探究学习

此环节的学习是本课的难点，主要采取小组互动的形式，指导学生共同探究来完成。老

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学生在探究学习过程中必要的素材：我国 1 月与 7月平均气温图; 海口、

北京、漠河三地纬度及气温图表。

学生合作探究、读图填表，总结规律。

引导学生通过已有的资料和知识储备总结出：纬度位置是影响我国冬季气温分布的主要

因素。并进一步引导学生探讨夏季最低气温在青藏高原的原因：是由于在高原山地气温随海

拔的升高而降低(地形因素的影响)。

由于自然环境总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我国气温的分布特点，对我们的生

活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由此进入第四个环节的学习。

(四)讨论交流、合作学习

本环节主要是引导学生从生活体验出发，将地理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教研文章 招教产品中心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首先，多媒体展示：我国温度带的划分图及划分温度带的主要指标。让学生认识气温和

农业生产的关系，掌握各温度带的划分。其次，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讨论交流，通过联系实

际认识气温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影响。

活动结束后，对这节课的知识进行总结，如果时间充裕通过课堂练习检验本节课学生学

习的效果。

六、说板书设计

根据教学内容，我的板书设计如下：

南北气温的差异

（用多媒体展示我国一月份平均气温图）冬季气温：南北气温差异大，漠河，南海诸岛

（用多媒体展示我国七月份平均气温图）夏季气温：南北气温差异不大，青藏高原，吐鲁番

影响气温差异的因素：纬度，地形

这个板书设计直观、系统，不仅要能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而且还能及时地体现教材

中的知识点和重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南北气温的差异》说课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