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理亚洲自然环境教学反思(模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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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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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亚洲自然环境教学反思篇一

1.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归纳出亚洲气候的特点。

2.认识季风气候的形成过程及季风的利弊。

3.举例说明影响气候的因素。

4.利用所学的亚洲气候知识来分析非洲的气候分布特征。

【教学重点】

亚洲气候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教学难点】

用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的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分析造
成气候差异的主要原因。

【教学过程】

【导入】师：上次课我们学习了亚洲自然环境的前半部分，
这次课我们继续学习亚洲自然环境的后半部分，内容是“亚
洲的气候”。在今天学习亚洲的气候内容前，我们先复习一



下上节课的知识。下面我们通过抢答的形式来完成这几道复
习题。

学生通过回答问题对旧知识进行复习。

【拓展训练】展示“亚洲大陆沿30°n的地形剖面”图和“北
美洲沿40°n的地形剖面”图。

师：上面这幅“亚洲大陆沿30°n的地形剖面”图是我们上节
课学到的，亚洲地势中间高，东西低。我们现在用我们学过
的方法来判断一下北美洲的地势特征。

生：北美洲的地势特点是：中间低，东西高，和亚洲相反。

生：气候的两大要素是：气温和降水；影响气候的三个因素
是：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地形。

【过度】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一下亚洲的气候情况。

【授课】出示“亚洲的气候类型”图，让学生找出亚洲气候
有几种类型。

生：亚洲气候主要有九种类型。

师：我们再看看北纬30度纬线穿过亚洲的哪些气候类型？

生：北纬30度纬线穿过亚洲的气候类型有：亚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高原山地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和地中海气
候等。

师：通过刚才学习的亚洲气候类型的分布我们可以得出亚洲
的气候类型特点吗？

生：气候类型复杂多样



【板书】三、亚洲的气候特点

1、气候类型复杂多样

师：同学们观察下，亚洲这么多的气候类型中，哪种气候分
布的范围最广？

生：温带大陆性气候分布最广。

师：所以亚洲气候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分布广。

【板书】2、温带大陆性气候分布广

师：亚洲东部和南部什么气候比较显着？

生：季风气候显着。

师：因此亚洲气候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季风气候显着。

【板书】3、季风气候显着

【授课】师：现在我们通过看一段视频来了解季风气候的形
成。

【讨论】让学生讨论后复述季风气候的形成过程。

生：冬天陆地温度低于海洋，风从陆地吹响海洋。

生：夏天海洋温度低于陆地，风从海洋吹响陆地。

师：亚洲的东部和南部成为全球最典型的季风气候的原因是？

生：亚洲面临太平洋和印度洋，背靠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
海陆的热力性质差异显着，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典型的季风气
候区。



【活动】让学生看图，引导学生说出季风气候的利弊。

生：利——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弊——夏季风不
稳定导致降水不稳定，容易发生水灾和旱灾。

师：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亚洲气候的三个特点：

1、气候复杂多样

2、大陆性气候分布广

3、季风气候显着

【练习】完成有关亚洲气候的`练习题。

【拓展】师：我们刚刚学习了亚洲气候的分布和特点，利用
所学过的知识来读图总结非洲气候分布的特点。

生：非洲气候分布的特点：1、以赤道为轴，南北对称分布

生：非洲气候分布的特点：2、气候类型单一，以热带气候为
主

生：非洲气候分布的特点：3、热带草原气候分布广

【授课】师：这幅图上的雅库茨克和孟买的气温为什么差别
那么大呢？什么因素导致的？

生：纬度位置差异。

【板书】四、影响亚洲气候的因素

1、纬度位置差异

师：这幅图上的乌兰巴托和哈尔滨的降水为什么差别也很大



呢？什么因素导致的？

生：海陆位置差异。

【板书】2、海陆位置差异

生：地形因素。

【板书】3、地形因素

【小结】通过课堂巩固练习来进行小结。

【小结】通过课堂巩固练习来进行小结。

【小结】通过课堂巩固练习来进行小结。

【课后作业】学生课后通过绘制“亚洲的气候类型图”来巩
固亚洲的气候相关知识。

地理亚洲自然环境教学反思篇二

地理七年级下册都是进行区域地理学习，以区域为主线进行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学习。在新课标的指引下，设计本节
课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氛围
中实现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多媒体
为辅助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引入相关的教学资
源，设置恰当的活动，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基本上实现了预
期的设计意图。

反思整节课，收获有以下几点：

一、教学设计依据课程标准

课前导入：播放《亚洲雄风》，其中“山是高昂的头，河象



热血流”这首歌满怀豪情的唱出了亚洲山河壮丽的美丽画卷，
形象的概况了亚洲地形和河流的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将学生吸引到即将学习的自然环境内容上来，加深了学
生对亚洲的热爱，激发学生的自豪感。

本节课重视学生读图记图能力的培养，从图中得到有关亚洲
的位置、范围、面积。而且能够从地形图上掌握亚洲的重要
地形区的分布，由教师引导、分析出亚洲的地势特点以及对
河流分布的影响，逐步培养学生观察和综合分析的能力，理
解地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侧重基础性的地理知识
和技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尊重学生

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根据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的差异，
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如有关亚洲的世界之最，学生完全可
以通过阅读材料和自己掌握的知识说出来。采用竞赛方式，
看谁知道的多，说的多，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本节课最大
的亮点就是初一学生思维活跃，学习兴趣高，但是对知识掌
握不够准确，通过课件展示和游戏的方式，学生亲自到讲台
前用鼠标拖拽的形式把亚洲的主要地形区和河流拖动到相应
的位置上，即巩固了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竞争意
识、合作意识，学会表述和倾听，在合作中求得共同发展。

三、创造和谐氛围，适当运用鼓励性评价

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发展，激发学生的兴趣、动机。在教学过
程中创设问题情境和系列活动，不失时机的给学生表现机会
并给以肯定和鼓励，使学生获得自信与成功的体验。

但是也有不足之处：

一、在分组引入竞赛机制操作中，应引导本组所有学生都积
极参与，而不能只顾本组一两名主动性强的同学参加，要使



课堂上的学习真正地面向所有的同学，真正实现每一位学生
都有收获、都有兴趣、都有动力。

二、在组织学生自主分析问题时，感觉到有点易放难收。虽
然气氛也很热烈，不能很适时地做出总结、点拨。

三、在学生自主回答时，有的同学不能很好的思考回答问题，
发散思维“过强”影响课程进度。这是我还需要努力改进教
学方法。把握好课堂教学。来提高我的教学水。

总之，教学方法很多，教学理念不断出新，我们一定立足于
本学科教学特点，不断研究，不断学习，总结出适合自己的
教学方法，让学生喜欢上地理学科，学到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知识。谢谢。

地理亚洲自然环境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能够通过读图说出亚洲的位置情况（包括半球位置、海陆
位置、经纬度位置）。

2.能够运用图描述亚洲地势变化及地形分布特点。

3.能根据亚洲的地势特点说出亚洲著名河流的流向及其特点。

4.能说出亚洲的世界之最（亚洲地理集锦）。

【教学重点】

能够在亚洲地形分布图上指出亚洲的地形特征、分布范围以
及河流的流向等。

【教学难点】



从亚洲的地势特征分析推广到对其他各个大洲的分析。

【教学过程】

【导入】师：图中轮廓代表的大洲分别是什么？

生：分别是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南极洲、欧洲和
大洋洲。

师：各大洲的地理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了解认识一下我们美丽的亚洲。

【板书】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第一节 自然环境

【授课】投影东、西半球图，让学生来看图归纳亚洲的半球
位置。

生：亚洲大部分位于东、西半球中的东半球和南北半球中的
北半球。

师：非常好。我们之所以说亚洲主要位于东半球和北半球是
因为亚洲还有少部分位于南半球和西半球。

【板书】一、亚洲的`自然环境

1、半球位置：东半球、北半球

【过度】师：刚刚我们学习了亚洲的半球位置，下面来学习
一下亚洲的海陆位置。

【授课】展示亚洲海陆位置图。



师：这幅地图展示了亚洲的海陆位置，哪位同学能够总结出
亚洲所濒临的海洋呢？

生：亚洲北临北冰洋，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

师：我们再来看看亚洲周边有哪些大洲？

生：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

【知识填图】让学生在“亚洲的范围”图上填出亚洲周边各
大洲的方位以及大洲分界线。

生：亚洲西北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土耳
其海峡为界；西南以苏伊士运河为界；东北以白令海峡与北
美洲为界；东南面隔海与大洋洲相望。

【板书】2、海陆位置：亚洲北临北冰洋，东临太平洋，南临
印度洋

【授课】展示亚洲经纬网图。

师：亚洲西起东经26度，东至西经169度；北起北纬81度，南
至南纬11度，不论是经度还是纬度，跨度都非常大。

师：通过看图大家认为哪个大洲的东西距离最长呢？

生：亚洲。

师：亚洲东西距离最长是否就意味着它是世界上跨经度最多
的大洲呢？

生：不是，南极洲才是。

师：那跨纬度最多的是哪个大洲呢？



生：亚洲，跨了92个纬度。

【板书】3、经纬度位置：跨纬度最多、东西距离最长

【授课】展示七大洲的面积对比图

师：七大洲中哪个大洲面积最大？

生：亚洲。

【问题思考】师：为什么说亚洲是“世界的第一大洲”？从
哪些方面可以概括总结呢？

生：亚洲是世界面积最大、跨纬度最广、东西距离最长的大
洲。

【板书】4、面积大小：亚洲面积最大

【授课】投影“亚洲地理分区”图，让学生区分亚洲的六个
地理区域，并能说出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重要国家的所属区
域。

师：亚洲分为几个区域？中国位于哪个区域？

生：亚洲分为六个区域，中国位于东亚。

【板书】5、区域划分：亚洲分为六个区域

【巩固练习】针对前面的五个知识点来完成几道课堂练习题。

【过度】师：“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
热血流”。听到这首《亚洲雄风》歌曲，我们的脑海中会涌
现出亚洲地势的壮丽画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亚
洲壮丽的河山。



【授课】出示“亚洲的地形”图，让学生观察图并思考问题。

师：亚洲的地形以什么为主？

生：亚洲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

师：大家在图上找到以下地方：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蒙
古高原，并总结它们位于亚洲的哪里？我让一位同学到大屏
幕上把它们指出来。

生：它们海拔较高，位于亚洲的中部（边说边指）。

师：大家再在图上找到以下地方：西西伯利亚平原、东北平
原、华北平原、印度河平原、德干高原、伊朗高原，并总结
它们位于亚洲的哪里？我让一位同学到大屏幕上把它们指出
来。

生：它们海拔较低，位于亚洲的四周（边说边指）。

师：如果我们沿着北纬30度画一条线，得到的就是大陆
沿30°n的地形剖面图。大家讨论一下，说出亚洲地势高低的
起伏状况。

生：从大陆沿30°n的地形剖面图可以看出，亚洲地势中间高
东西低。

师：如果我们再这幅图的中间画一条与经线平行的直线，那
地势高低的起伏状况又如何呢？

生：亚洲地势中间高、南北低。

师：我们把两个结论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亚洲地势特征的总结
论了。



生：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地面起伏大。

【板书】二、亚洲的地形和河流

1、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

2、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地面起伏大

【过度】师：欣赏完亚洲的地形后我们再来看看亚洲的河流。

【授课】出示“亚洲的地形”图，让学生观察图并思考问题。

师：请大家在图上找到以下河流：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
河、黄河、长江、湄公河、恒河、印度河，并说出这些河流
最终注入的大洋。

生：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注入北冰洋；黄河、长江和
湄公河注入太平洋；恒河和印度河注入印度洋。

师：俗话说“水往低处流”，那亚洲河流的流向有什么特点
呢？

生：河流呈放射状流向四周海洋。

【板书】3、河流流向特点：河流呈放射状流向四周海洋

【过度】师：亚洲作为世界第一大洲，有很多山河湖泊平原
等世界之最，我们通过图片来欣赏这些美景吧！欣赏过后大
家需要在“亚洲的地形图”上把它们找出来。

【活动】学生在课本第4页地图上找出下列地方：1、喜马拉
雅山脉、2、珠穆朗玛峰、3、青藏高原、4、西西伯利亚平原、
5、里海、6、贝加尔湖、7、死海、8、阿拉伯半岛、9、马来
群岛、10、长江。



【练习】完成亚洲地理集锦的连线题。

【课堂练习】（涵盖了这节课所讲的各个知识点）学生以接
龙的形式来完成。

【结尾】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亚洲自然环境的前半部分，下
次课我们继续学习亚洲自然环境的后半部分，内容是“亚洲
的气候”。

地理亚洲自然环境教学反思篇四

必修二第一章新授课结束之后，有了博客小结教学反思的想
法，纵使每一轮都要经历“备课—讲课—反思”这个过程，
但不是每一次的结束都完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新的
感受，于是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在下一轮的教学中给自己一
个比较清晰的启示。

摊开今年、去年、前年的教案，字迹是否比以前更工整，备
课是否比以前更立体，教学设计是否比以前更契合学情，教
学是否比以前更规范……纸质教案让我有了回望的载体，也
有了发现自己问题的机会，教学反思也不只是当下的某节课
的感受，更加是纵列的`三年的积淀了。

前年的教案写的很细致，但是内容太多，我在想自己当时是
怎么把那么多的文字变成语言灌给学生的？去年的教案又特
别简略，我似乎根本不曾想过知识体系建构于课堂现场！哪
怕学案上是按照体系制作的知识点预习。有了前两年的错误，
今年的备课有了一些改进。

第一节，人口数量部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计算、人口增长
模式的类型及特点、坐标图如何分析、如何判读不同的人口
增长模式。使用教材的图形和表格数据得出结论、验证结论，
让知识和方法双线进行。用好教材又需要适当的更新一些内
容。教材的一些数据和信息已经跟不上目前的社会实际，需



要根据现实做更新。比如人口问题、影响、对策这部分内容，
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应的内容及人口金字塔，这部
分知识没有什么问题，难点在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对策。中
国目前已经处于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可是却不能机械的使
用知识模版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
人口基数大两个问题共存，还有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后遗症
问题，所以人口政策需要调整为中国特色。在讲这部分知识
时不能把模版机械带入，而需要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这就
能从新授课开始给学生映射如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思考、
思变、思维！

第二节人口空间变化，根据备课前做题发现“人口迁移率”
是一个高频内容，于是在课前加了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人
口机械增长，并给出两个增长的计算公式，以及两个增长率
大于小于零代表的意义。（不过最值问题依旧是个高频错点，
如何攻克？还在思考中。）这个添加的内容，既能使两节课
联系起来，又能让学生面对习题时不因为陌生而恐惧。通过
做题发现“人口流动”出现的频率远超过“人口迁移”，也
因为目前的人口空间变化实际如此，所以我淡化处理概念，
也因此发现了人口流动包含人口迁移这个以前未发现的内容，
不再纠结于概念，而是侧重于对问题的分析。人口迁移的影
响这部分的教学采用讨论比独角戏有意义，给学生开口的机
会是学生大脑转动的机会，被动的听着写着，不如思着议着
说着写着有意义。

第三节人口容量，板书写两块，左侧是几个概念，右侧是图
解影响因素。使用教室人口容量为例讲解环境人口容量和人
口合理容量。相对枯燥理论性强的内容，需要通俗的例子促
进理解，但也要再进一步跳出例子回归知识，否则学生的兴
趣点只在事例，忽略了知识，本末倒置。

学案基础训练题、各节强化练习题、章末检测题。处理好各
部分习题的难易度；根据时间和学生情况选择适合他们的习
题评讲课方式，讨论式、自主解题式、教师讲解式……全方



位备课，随时根据学情做调整。适当的高考题渗透，将综合
题的答题思路一步步拨开，逐步逐条进行，要让学生学会分
析问题思考问题规范答题，教师有必不可少的模范作用，只
有自己一步步做好了，学生才能慢慢学会。低起点，细致进
行，各个击破。

后记：稳扎稳打，这四个字，这学期刻在我心里。如何做到
稳扎稳打，新课讲授、知识落实、习题评讲、纠错作业。有
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忐忑和沉重，是什么原因让我目前变得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过能够克制自己的毛躁，也算好处，
只是我似乎是一个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的人啊！

地理亚洲自然环境教学反思篇五

初一地理下册是学习世界区域地理和国家的学习，以区域为
主线进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学习，本节课是学习世界区
域的第一节，也是今后自己学习其它大洲的标准，所以本节
课我首先紧紧抓住课程标准，依据课标进行教学，其次，在
本节课我侧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
了基础。

1、学案设计依据课程标准

2、充分利用地图教学，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

地图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地理教学离不开地图。在教学
过程中我充分利用地图引导学生读图、归纳得出结论，效果
明显。例如分析亚洲河流的流向时，我首先让学生读图，从
图中找出亚洲主要河流，在图中描出，并说出河流注入的海
洋，并进行归类，归纳出亚洲河流的流向是从中间向四周流。
学生自然而然的就得出了结论效果比较好。

3、注重课堂教学落实



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采取边讲边巩固的方法，并落实的笔头
上，尤其是“亚洲地图”的填图练习，学生学完之后会有所
收获，知道重点应该掌握哪些内容。总体来看大部分同学掌
握了这种学习方法，学习兴趣很高。但也有部分同学对地图
的方向感不掌握，对地图上给予的信息不能有自己的语言来
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