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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的观察》教学设计

揭西县河婆中学 刘小林

一、案例简介
《地貌的观察》以宋俊明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山河上的新穿越 滑翔伞下的天空传奇》

以及当时的活动内容为主题，整合地图、视频、微博热搜，以及乡土地理等素材，创设情境“山河上的新

穿越，滑翔伞下的天空传奇”，设置 9 个问题的情境链贯穿整节课，以驱动问题解决任务的方式，创造进

行小组活动探究学习的条件，把地理学科素养的培养渗透在学习目标中，打造高效课堂。

二、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与学情分析

本节选自新教材人教版地理必修第一册第四章第二节《地貌的观察》。

通过第一节《常见的地貌类型》的学习，学生已掌握识别和描述几种常见的地貌类型，解决“看什么”

的问题；本节则进一步学习观察地貌的方法，是学生在野外识别地貌和描述主要地貌景观特点的方法指导，

解决“怎么看”的问题。

高一学生的野外观察，是在小学科学课对地形初步观察的基础上的提升，观察内容和描述水平都有较

高的要求；它与高中选择性必修 1“自然地理基础”中岩石圈物质循环过程、内外力对地表形态变化的影响、

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的关系等原理性内容的探讨也有所区别。野外地貌观察的训练，构成了小学、初中侧

重实物或实地体验和感性认识，高中必修感性认识加理性认识，高中选择性必修理性认识的概念进阶。

（二）课标分析

根据课标要求，本节重点落实的内容是“通过野外观察”“识别”“描述地貌”的方法指导。

地理实践力和人地协调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描述和解释特定区域的地貌及自然现象，并说明其

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形成因地制宜的思想；以及体悟自然之美，树立人地和谐的理念。

综合思维：从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地貌的环境特征。

区域认知：知道所观察地貌的典型分布地区。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地貌观察的方法。

难点：观察坡度、坡向对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

问题引导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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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程序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新课

导入

教师：“很多同学都玩过吃鸡游戏，游戏跳伞毕竟是虚拟的，

不如亲身领略滑翔伞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有乐趣，这是宋俊明在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山河上的新穿越 滑翔伞下

的天空传奇》，让我们一起作为滑翔伞飞行员进行新课的学

习。”

引导

探索

教师：“地貌千姿百态，这些是地貌是？”

“地貌规模大小不等，

规模较大的地貌往往

由次一级的地貌组合

而成。如青藏高原上

有连绵的山峰和低缓

的丘陵，也有宽广的

盆地；山脉中有陡峭

的山峰，也有深切的

河谷。需要有个顺序来正确观察地貌。”

一、地貌观察的顺序

1.选择地貌观察点

问题 1：在野外观察地貌时，首先要选择地貌观察点，滑翔伞

飞行员寻找怎样的位置视野比较好？完成填空：

“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凸坡’，补充一个地貌观察的重点内容

-通视。”

抢答：喀斯特

地貌、河流地

貌、风沙地貌、

海岸地貌。

抢答：视野比

较广阔的地

方。

小组讨论，抢

答完成填空。

回顾旧课，温故知

新。

创设情境“山河上

的新穿越，滑翔伞

下的天空传奇”，

作为情境链，贯穿

整节课，并结合小

组讨论的形式，营

造现实情境氛围，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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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貌观察原则

问题 2：飞行到了海拔 4800 米的飞行员观察地貌时按照从宏

观到微观，从面到点的顺序，从图中可以看出，一级地形单元、

次级地形单元、局部地形单元分别是？

3.具体顺序

问题 3：从整体到局部的观察顺序，飞行员观察的具体顺序是：

“①飞行员在太行山大峡谷中看到的视野内最大的地貌是？

②次一级地貌是？③到了河谷里，飞行员看到了？”

4. 地貌观察的手段

问题 4：地貌观察的手段除了飞行员的亲身体验之外，还可以

利用？

小组讨论，抢

答完成填空及

爱生活爱地

理。

抢答：山地、

太行山脉、太

行山大峡谷。

抢答：①山

地、②山岭、

河谷、③陡

崖、河岸。

抢答：地形图、

卫星遥感影

讲练结合，让学生

体会到地理的实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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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借助手机，安利一款手机 APP：奥维互动地图，定位

到学校附近的天竺岩，可以制作出带有等高线的卫星影像图。”

“等高线地形图上的数据表示的是地貌观察的什么内容？”

二、地貌的观察内容

“地貌观察的内容是地貌特征描述的基础，一般重点观察高度

和坡度，飞行员对太行山大峡谷的描述中也提到了高度。”

1. 高度

问题 5：图中 50 米是 A点的什么高度？200 米是 B点的什么高

度？A点与 B 点的相对高度是？完成连线。

“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作为地形类型的划分标准，为识别地形

提供了依据。根据所学知识，完成课本第 77 页的思考题。”

像、无人机。

抢答：海拔高

度。

抢答:

绝对高度。

绝对高度。

150 米。

运用乡土地理素

材，将课堂生活化，

增加课堂趣味性。

触发学生热爱地

理，热爱家乡的感

悟。

指导学生用手机

APP 制作等高线地

形图，也是地理实

践力的体现。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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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都爬过天竺岩，下面播放航拍天竺岩视频。”

“视频中出现了地貌观察的另一个内容-2.坡度。

地表的各种形态都

是由坡和近似水平

的面组成。坡的形

态多种多样，主要

观察坡度和坡向。

坡度是划分坡的重

要指标，坡度大小一般用坡度角或者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的比

值来表示。学校有四条坡，我们每天从校门口到 C栋教学楼都

能感受爬坡的魅力，生命在于爬坡。

坡度对生产和生活影响巨大。例如，坡地耕作容易引发水土流

失，特别是在坡度大于 15°的坡地上种植，一旦遇到暴雨，

土壤侵蚀极为严重。”

问题 6：①图示地理事物

是？修筑 可减

缓坡度对 业的影

响？

抢答：

1. 6.4 米

2. 约 95.4 米

抢答：山峰、

鞍部、山谷、

山脊。

抢答：

①梯田、农业

②延长路程，

从而降低线路

用练习和乡土地理

素材，引导学生回

顾和练习初中所学

的等高线地形图判

读技能。

播放乡土地理素材

-学校附近的爬山

网红地-天竺岩的

视频，既能活跃课

堂气氛，也能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体悟自然

之美，热爱地理，

热爱生活，热爱家

乡，树立人地和谐

的理念，同时也是

地理实践力的呈

现。

视频还起到过渡作

用，知识点从高度

自然过渡到坡度。

探究问题 6，以及照

片、视频的补充，

不仅能活跃课堂气

氛，也能达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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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问题 6：②观看视频-詹天佑与京张铁路，完成填空：铁

路线的最大坡度一般不超过 2.5%-3%。詹天佑在修建京张铁路

时，设计“人”字形线路，通过 。

“观察坡的时候还需要观察坡向”

3. 坡向

问题 7：①观察坡向时应重点关注阳坡和阴坡、迎风坡和背风

坡，不同的坡向，光照、降水等条件存在差异，进而影响植物

的生长。完成填空。

延续问题 7：②飞行员发现太行山脉东坡植被比西坡茂盛，根

据所学知识判断太行山脉东坡为迎风坡还是背风坡？为什

么？

教师进一步总结：“太行山脉的东坡位于东南季风的迎风坡，

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受地形阻挡抬升，水汽冷却凝结形成地形

雨。迎风坡一定降水较多么？这是前几天的热搜‘秦岭以一己

之力挡住了南下的冷空气’”

延续问题 7：③从阳坡、阴坡的角度看，图 A、B 分别为秦岭

的什么坡？④从迎风坡、背风坡的角度看，图 A、B 分别为秦

岭的什么坡？

的坡度。

抢答：①阳坡

气温较高，光

照较强，阴坡

气温较低，光

照较弱。迎风

坡降水较多。

背风坡降水较

少。

抢答：迎风坡。

迎风坡降水较

多。

抢答：③A 为

阴坡，B 为阳

坡。

④A 为背风

坡，B 为迎风

坡。

地理实践力的目

标；最终目的是让

学生能够合理描述

和解释坡度对人类

活动的影响，树立

人地协调观。

探究问题 7，用主情

境，加上热搜秦岭

以一己之力挡住了

南下的冷空气，组

合成以坡向为主题

的问题探究的次级

情境链，不仅能够

活跃课堂气氛，最

终目的是让学生能

够合理描述和解释

坡向对自然环境以

及对人类活动的影

响，指导学生从整

体性、联系、地理

要素相互作用的角

度进行分析，体现

了综合思维。

坡向对气温、降水、

光照的影响要联系

当地的区域背景，

如纬度位置、盛行

风向等要素的分

析，使用“秦岭以

一己之力挡住了南

下的冷空气”这个

案例来综合分析阳

坡、阴坡、迎风坡、

背风坡的时候，配

上中国地形图，不

仅能培养学生的综

合思维，也能提升

学生的区域认知，

还能提高学生的地

理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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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解疑纠错：“③正确，④表述不够规范。迎风坡迎的是

什么风？这非常关键。秦岭的北坡是来自内陆干燥的西北季风

的迎风坡，同时是来自海洋湿润的东南季风的背风坡，南坡则

相反。结合水汽凝结的条件：充足的水汽、遇冷、水汽凝结核

三件套，秦岭迎来充足的水汽的是南坡还是北坡？那 B坡应该

是什么坡？”

“坡度和高度的组合，能够反应地貌的形态特征。”

问题 8：图中 A 坡等高线较 ，相对高度较 ，为 坡；

B坡等高线较 ，相对高度较 ，为 坡。

4. 地貌观察的其他要素

问题 9：地貌观察的其他要素还有什么？

学生恍然大

悟，抢答：南

坡！来自海洋

的湿润的东南

季风的迎风

坡！

抢答：A 坡等

高线较密集，

相对高度较

大，为陡坡；B

坡等高线较稀

疏，相对高度

较小，为缓坡。

抢答：地貌的

形状、面积、

空间分布状

况、地面起伏

状况、破碎程

度。

过渡。

归纳

总结

黑板板书以思维导

图呈现，层次分明，

条理清晰。在课堂

内容结束时，板书

还能够起到总结的

作用，学生能够从

板书中体会到整节

课的完整思维，重

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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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

测评

根据所学知识，完成课本第 78 页的活动。 小组抢答：东

南丘陵。地形

以山地、丘陵

为主；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

地面起伏大。

沿海地区有海

岸地貌。河流

众多，河流地

貌发育。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身边的问

题，实现知识的内

化和升华，感受到

学习的实效性和实

用性。还能培养学

生的答题技巧、思

维。也能提高学生

的地理实践力、区

域认知和综合思

维。

三、教学成效与反思
新课改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这也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不断进行探索。本设计将情境设计进行优

化，创设情境链，贯穿整节课。学生通过分组讨论法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成为情境探究

的主体，引起情感体验，使其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提高教学实效。采用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

案例，使课堂具有趣味性、科学性、实用性，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能够主动灵活地应用

所学知识分析并解決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了学科素养。本设计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情境问

题中探究问题的设置在数量和深度上的处理不够合理。情境教学是一种促进高效课堂的有效途径，如何更

好地运用情境，仍须继续探究。

个人简介

刘小林，广东省嘉应学院优秀毕业生，揭西县河婆中学高中教师，中学地理二级教师。曾获校优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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