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球运动的课后反思 七年级地理地
球的运动教学反思(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地球运动的课后反思篇一

地球和地球仪是七年级学生们走进地理跨过的第一道大门。
首先讲述了人类对地球形状的认识所经历的漫长的过程。教
材选取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十分概括地表达了人类
对地球形状的认识历程(从猜想到实践，从不科学到科学)。
显然，“天如斗笠，地如覆盘”之说，比“天圆地方”之说
有了很大的进步。而这种猜想的进步，又是基于人们对很多
现象的观察。教材设计了两个“活动”，让学生站在古代人
的角度，实验、观察和思考大地的形状。麦哲伦环球航行是
在前人猜想的基础上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地球的卫星照片，
最有力地说明了地球的形状。地球的形状早已被人们熟知，
因而重点不在于让学生知道地球是球形的，而是让学生了解
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从中受到科学观的教育。

设计探讨地球形状的活动有两层意思：一是用实际例子，并
通过学生动手、动脑，体验过去人们是怎样证明大地不是平
的;二是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说明一个真理的发现，需要多
方考证，不能简单下结论(试想一下，地球是圆的或圆柱形，
观察的结果可能相同)。

(1)站在海边，遥望远处驶来的船只，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
见船身，而目送离岸的船总是船身先消失，桅杆后消失。



(2)发生月偏食时，地球挡住一部分日光，使地球的影子投射
在月面上，就像给地球照镜子，使我们看见了地球的球体形
状。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学生对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有了一个基本
的认识，在认识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了古人对于地球形状艰
辛的探索过程。在本节课过程当中，学生们充满了兴趣，但
在对如何认识地球的形状提问时亦发现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受到了压抑，课堂上勤动脑勤动手的学生不多，大多数
人仍是被动的接受，我们必须在课堂中改变这样的学习习惯，
才能让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学习地理，学习对生活有
用的地理。

地球运动的课后反思篇二

今天讲课的章节是七年级地理上册第二章第一节——大洲与
大洋。在刚结束难度偏高的第一章后，由于本节课内容较容
易，本节课的设计理念是轻松地学习，在乐趣中学到知识。
首先我以加加林的故事导入本节课，引出“人类真的给地球
起错名字了吗？”激发学生的兴趣。紧接着观察世界海陆分
布图，回答海洋面积是否真的比陆地面积大。得出答案后接
着回答海洋面积与陆地面积的比例分布，得出“七分海洋，
三分陆地”的结论。由结论再提出疑问“既然海洋面积如此
大，为什么古人给地球起名为地球而不是水球”（ps：本环节节
节相扣，前后联系紧密），同学们各抒己见，自由发挥答案。
提出疑问：人类是如何了解海陆分布的？简单介绍人类认识
世界的历史，增进同学们的见闻，同时也增加同学们学习地
理的兴趣。（ps：在介绍历史时，欠缺生动，提不起同学们的兴
趣）观察地图，得出海陆分布。在讲七大洲之前，先给同学
们讲解大陆、岛屿、半岛、大洲之间的区别，并举他们熟悉
的例子——雷州半岛。接着引出全球分为哪几个大洲？并简
要介绍七大洲命名的来源。读图思考:1.东半球主要有哪几个
大洲？2.西半球主要有哪几个大洲？3.南半球主要有哪几个



大洲？4.北半球主要有哪几个大洲？5.赤道横穿哪几个大洲？
6.各大洲的面积大小关系如何？（ps：口诀记忆：亚非北南美，
南极欧大洋）完成教材31页活动3，了解七大洲的轮廓特征。
（ps：本环节同学们难以独立完成，教师引导并板图）观察地
图册第5页，找出大洲分界线在讲七大洋之前先讲解海峡、海、
洋之间的区别引出四大洋极其分布和面积大小关系（ps：口诀：
太大印北，四洋贯通）在七大洲的轮廓图上标出四大洋的位
置最后介绍海洋对人类的影响，增进趣味性。（ps：在讲解贸易
的通道——马六甲海峡时，缺乏都地图的指引）存在问题：
教师声音过小，师生间缺乏互动。

地球运动的课后反思篇三

经过一天一夜的准备，尝试了两次试教，今天在区“翱翔
杯”预选赛上我执教了《女娲补天》一课。《女娲补天》是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的
第31课。这是一个流传千年的神话故事。讲的是古时候女娲
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补天的故事。
赞扬了女娲勇敢、善良，不怕危险、甘于奉献的精神。课文
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女娲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
天补好;难点是在阅读中体会女娲的勇敢精神和乐于助人的高
尚品德，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

一、稳固基础，巧妙解词。

语文的工具性决定了我们的教学就要扎扎实实，一字一词就
如同一专一瓦打好坚实的基础。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是学好
课文的基础，也是学好语文的基础。

初读课文之后我出示了三组词语，分别让学生读出词语的意
思，读准难读易错的字音。其中“冶炼”这个字是教学的重
点难点的所在。“冶”这个字很容易和“治”混淆，我首先
让学生区分这两个字，注意到“冶”是两点水旁，两点水旁



的字“冰、冷、凝、凉”等等意思都很相近，都与液体有关，
我想学生一定和我有着一样的疑问，那为什么“冶”是两点
水旁呢?我通过查找资料了解到“冶”的本意就是化解，冰化
解成水，后来引申为熔炼金属，把金属熔炼成液体。要是不
查找资料还真不能把“冶炼”和他的本意联系上呢。讲解之
后学生似乎明白了一些，但是“冶炼”这个词还是离学生的
生活很远，于是，我让学生到课文中找到“冶炼”所在的句
子，读一读，想一想，女娲具体做了什么事就是在冶炼，学
生联系上下文明白了，女娲把五彩石冶炼成很稠的液体就是在
“冶炼”。之所以在“冶炼”这个词上浓墨重彩是因为这个
词语是本课的生字新词，而且学生理解起来也的确很困难，
所以，接下来指导书写，就这样把“冶炼”这个词牢牢地印
在学生的脑海里了。我自认为这部分教学很扎实，也正是因
为扎实有效所以它也格外闪亮。

二、想象画面，感受可怕。

象再现画面，可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是为什么
呢?我想学生还是没有融入课文之中，这一行行的文字还是文
字，没有生命，没有画面，没有调动起他的已有生活体验，
或者说这种情景离学生的生活太远太远了。这种可怕，这种
灾难和他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怎么能让学生感受到这种可怕呢?用音效?电闪雷鸣、哀婉
音乐?找了一些都觉得不适合，与这段文字不相配。用图片?
能找到的有关灾难的图片肯定都是现代的，高楼大厦，瓦砾
废墟，呈现在这里总感觉不伦不类。那怎么办?是不是还得用
语文的办法，学生读不出可怕，我就用我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描述激发学生的想象，煽动学生的情感，帮助学生在脑海里
浮现一幅幅天塌地裂、水深火热、苦苦挣扎的画面。

三、品词析句，感受艰辛。

女娲补天是个艰辛的过程，课文中的第三个自然段重点叙述



了女娲寻找五彩石时的不易。我引导学生通过抓住文中能够
体现女娲寻找五彩石艰辛的词语进行品味、朗读。学生找到了
“零零星星”“几天几夜”“找啊找啊”“终于”这几个关
键的词语，并通过朗读时语调、语速的变化读出了一点艰辛
不易的感觉，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朗读的技巧性太强了，
情感性太弱了。如果再加上一些补白、想象是不是更能体现
出女娲寻找五彩石的艰辛呢?比如“找啊找啊”她都到哪里去
找了呢?最关键的是，由于我本身对文本理解的偏颇导致我只
注重了引导学生感受神话的神奇，而没有关注到引导学生感
受女娲的不怕危险、无私奉献精神，注意了，但是关注的不
够，做了，但是做得很肤浅，蜻蜓点水而已。

四、走进神话，感受神奇。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我一直在想这样一篇课文，到底应该交
给学生什么呢?也就是我教学目标定位在哪里呢?我想很有必
要让学生感受神话传说的神奇之处。女娲的神力具体体现在
课文的第4个自然段。我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抓住女娲的动作
来感受。“女娲把它装在一个大盆里，端到天边，对准那个
大黑窟窿，往上一泼，只见金光四射，大窟窿立刻被补好了。
”就这简单的一装一端一对一泼，就金光四射，大窟窿立刻
被补好了，这看似轻松的动作却是常人不能做到的，这就女
娲的神力。尤其是“泼”这个动作，还有“金光四射”“立
刻”两个词语最能体现了女娲的神力所在。

感受到了神奇，重要的还是让学生读出神奇的味道了，学生
注意到了那几个重要的词，或重读或加快语速，读书了一点
味道，可是离让听者感受到神奇还差得远。我想这个部分是
不是可以读得夸张一点?读出一点评书的味道来?尤其是“金
光四射”，是不是每个字都拖长音效果会更好一点?学生想不
到，通过老师的范读，让学生感受神奇，感受不同的读法，
从而模仿学习这种与众不同、别出心裁的读法。

对于这篇课文，我从始至终没有找到一种喜欢的感觉，一种



想拥抱它的欲望，一种想立刻读给学生听的冲动。教学过后，
思考很多，有的地方有了再教的设想，可是还顾虑这些地方
都注意到，都做到时间是不是就更紧张了，有的地方到现在
为止我还很困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达到更好的教
学效果。

教学过程中尽管我自认为感觉很放松，但是教研员老师还是
说我走教案的痕迹很重，旁观者清，自我感觉还很良好，就
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我一直在努力亲近学生，关注学
生，不牵着学生顺着我指好的路走，而是真正为学生的学而
教，学生的发展奠基。

地球运动的课后反思篇四

本节课是第一章《地球和地图》第二节《地球的运动》的第
一课时，这节课的内容知识性极强，重难点内容很多，同时
还涉及到了很多较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地理事物。由于
初一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还未形成，难点较难突破，所以在上
这堂课时，我采取了教师联系实际举例、用多媒体课件演示、
类比分析、学生分组实验探究、教师演示启发分析说明等方
法，充分发挥“学为主体，师为主导”的作用。现简单地谈
一下感想。

在导入时，通过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同学们观察到的太阳
从哪个方向升起，又从哪个方向落下？小时侯你们认为是太
阳转还是地球在转？现在呢？然后再通过播放视频“人类认
识地球运动的过程”，轻轻松松地就把地球的两种运动形式
展示给了学生。

比如：针对我们就生活在地球上，地球一直在动，而我们为
什么感觉不到的研究，就采用类比的方法——根据坐汽车在
很平直的道路上行驶的感觉类比分析得出结论；再如：在地
球自转引起的时间差异时，我引入了今年夏天伦敦奥运会时，
北京和伦敦观众观看赛事的时间不同，而分析推理得出相关



结果。

为更好地上好这堂课，我们对课件进行了精心设计。一是插
入了视频和音频文件，加强了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刺激；二是
将flash动画插入到课件中，使运动的演示过程更细腻、更生
动。如在二分二至图中，地球的公转、太阳直射点的移动，
地球自转中从北极、南极上空看方向如何，都以动画的形式
播放出来，取得的效果也更好。

课堂上学生人手一只小地球仪，自已动手演示自转和公转，
学生的学习兴趣更为浓厚了；在说明地球自转引起的现象时，
我先在大地球仪上沿经线贴一张红色纸条，再沿方向慢慢转
动地球仪，让学生分排观察红线转到的位置，并说出是早晨、
中午、还是晚上，既直观又形象。

小组合作探究有助于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勇于创新，提高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及概括总结的能力。在本节课中，有很多
地方小组合作都运用得非常好。比如，在二分二至图时，分
组完成四个节气的填写；在地球公转时，小组成员利用自已
的生日讨论地球运转在公转轨迹中的哪个地方？这一天的昼
夜长短情况如何？这些活动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加深了
学生对知识的巩固。

比如在研究完地球公转时，找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地球和太阳
来演示地球与太阳是怎样运动的，其他学生观察判断他们演
示的是否正确，对有错误的地方，再找学生下来演示，一直
到演示正确为止。这样，既激活了学生的兴奋点，又加深了
学生的印象。 总之，本节课在设计上突出了新课改理念，在
实施上也注重运用了新课改的精神实质，而且较好的完成了
预计的教学内容，学生反馈的很好，对知识达到理解的程度，
并突破了难点，在分组探究实验中，增强了小组合作能力，
提高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不足：

1、各个环节之间的过渡还比较生硬，个别活动没利用好，应



该给学生做出相应的讲解让学生理解。

2、时间掌控不太好，本节课的两个目标都是重难点，但给学
生记忆掌握的时间过短，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讲的太多。

总之，还是磨练的少，经验不足。希望大家能多提宝贵意见，
让我在今后的教学中更上一层楼。

地球运动的课后反思篇五

首先，学生的特点是对本节课有所了解，它们在日常生活中
知道一些地理现象，但是认识的不够深入，因此我从学生熟
悉的现象入手，分析蕴含在生活现象背后的地理知识，学有
所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七年级的学生空间思维能
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偏弱，但是参与课堂学习的热情很高，具
有很强的表现欲，因此我在讲课的过程中给学生更多参与的
空间，更多展现学生的风采个性。

秉承新课标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在尊重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基
础上，使地理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整合，通过演示、视频、
建立模型等解释原理，在学生掌握地理规律的同时，通过事
例和学生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让他们能学以致用，熟练利
用所学的地理知识解释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落实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构建了以下教
法和学法：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和小学已学过的知
识，采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方式，以直观的演示和观察、
广泛的交流与思考，使学生将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并能用所学的知识解释常见的地理现象。

在本节课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实验演示、读图观察、分析讨
论、比较归纳等方法去发现事物的周期性变化;通过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分析地球自转和公转引起的地理现象，培养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通过演示、画



图，实现图文转换，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思维、发散思维和归
纳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