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 洋流对地
理环境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精选8篇)

标语是一种常见的公共文字表达方式，可以在短短几个字中，
传递出广泛的主题和问题。制作标语时，首先要明确传递的
信息，选择简洁明了的文字。以下是一些电影宣传中使用的
精彩标语，不容错过。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小组讨论和自主
学习。从课堂中的小组合作探究过程来看，由于设计的问题
针对性较强，既能紧扣教材中的'阅读材料使学生能得出相应
的结论，且难易适中、符合学生的思维方式。因此，学习小
组讨论热烈，课堂气氛活跃,通过讨论基本上能利用所学知识
解析地理现象，而且小组的交流,使那些个性相对内向或学习
能力相对较弱的同学也能很容易地进入交流状态,既有助于学
生学习节奏的调整,提高参与的兴趣，又提高学生的地理学习
能力。然而，由于我把学习小组人数定为6—7人，致使小组
讨论时无法做到每个小组成员很好地进行交流，学习小组大
多仅限于本组内的讨论、交流。与老师间的交流、组与组之
间的合作探究较少，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摸索和加强。

“神奇的厄尔尼诺”这部分内容采用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方
式。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无法展开课堂交流、讨论，但从
各学习小组课前准备的相关材料来看，各小组都能认真地查
阅相关资料并进行分析，有的学习小组甚至关注“厄尔尼
诺”对南美洲西海岸生态系统的影响，学习效果还是较令人
满意的。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二

湖泊是地球表层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联结点，是陆地水圈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物圈、大气圈、岩石圈等关系密切，
具有调节区域气候、记录区域环境变化、维持区域生态系统
平衡和繁衍生物多样性的特殊功能。

《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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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三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对本节的要求是“说明洋流对地
理环境的影响”即运用相关地图分析洋流对气候、渔场、航
海及海洋污染的影响。此要求是这节课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教
学依据。

二、教材分析

（一）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海水运动深刻影响着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本节课是在学习
了世界表层洋流分布的基础上，对洋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
行更加具体、深入的学习，是学习的目的所在，在本章中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教学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加上我对教材的分解和对学生的了解，我
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为以下三大方面：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熟悉洋流对地理环境四大方面的影响；

（2）区别寒流和暖流对气候的不同作用，理解渔场的形成原
因；

（3）掌握洋流特别是季风性洋流对航海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充分运用洋流的相关理论知识来解释实际问题；

（2）搜集与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有关的资料，试分析
它们的形成机制以及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海洋观、资源观、环境观，增强
现代海洋意识。

（2）学习洋流对航海和海洋污染的影响，培养学生探究地理
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

（三）重、难点分析

1、重点：洋流对气候的影响，洋流对渔场的影响。把它们定
为重点的依据是：洋流深刻影响沿岸气候，并改变着某些地



区原有的温度和湿度，通过对这一知识的学习便可解释一些
特殊气候类型的形成原因；而洋流对渔场的影响与人类的渔
业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掌握好这部分内容能更好地为人类谋
福利。

2、难点：寒暖流对气候的影响。确定这一知识点为难点的依
据是：理解洋流对气候的影响应结合世界表层洋流图和世界
气候类型图，综合性较强，洋流是气候形成的原因之一，主
要难在需要长久性的记忆洋流的分布及气候类型的分布。

三、教法分析

为更好的把握重点，突破难点，实现本堂课的教学目标，我
采用讲授法为主，综合利用对比分析法、案例教学法，让学
生充分掌握洋流对气候和渔场的影响，并结合图示法，引导
学生运用洋流知识设计正确的航海路线，运用归纳总结法，
让学生学会辩证的分析洋流对航海和海洋污染的两方面的影
响。

四、学法指导

根据新课程标准理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引导学生学
习。因此，我将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学会合作探究、对
比归纳，从而得出结论，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知识的能力，特别是洋流与气候两大知识的结合。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通过教师的分析引导，主动掌握新知识。

五、教学过程

本节课程教学我将从导入、新课教学、作业小结三个环节进
行。时间分配如下：导入环节4分钟，新课教学30分钟，作业
小结6分钟，一共40分钟。

（一）借用历史，导入新课：



在初中的历史知识基础上，从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往返季节
入手，设疑：为何郑和七下西洋几乎都选择冬季起航、夏季
返航，引起学生思考，通过老师答疑解惑，引出洋流对航海
有利的影响，让学生明确洋流对地理环境是有影响的，为学
习下面的相关知识做好铺垫。

（二）新课教学

1．辩证思考，学以致用：

因为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在讲述洋流对航海有利的影响之
后，让学生思考洋流对航海不利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紧
接其后的是需要学生合作探讨，利用洋流对航海的影响设计
一条从英国伦敦到美国纽约再回到英国的最佳航海线路，之
后请学生作答，我将予以点评。

2、解决矛盾、分析案例：

（洋流对气候的影响是本节课的重点与难点）

我会充分利用之前设计的这条航线，让学生思考当航船行驶
到加勒比海一带时此地属于哪一类气候类型，学生说出是热
带雨林气候这一正确答案后，我会提出疑问：一般而言，热
带雨林气候主要是分布在赤道附近的，为什么在18°n的加勒
比海沿岸依然分布着热带雨林气候。由此引出矛盾，进一步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洋流对气候的影响。在了解了寒暖流对气
候的影响的理论知识后，对加勒比海沿岸热带雨林气候的形
成进行解释，学生在理解了暖流对气候起增温增湿的作用后，
再结合39页的气候类型图，举出与之相似的几个典型例子加
以说明。

接着从暖流过渡到寒流，举秘鲁寒流对南美大陆西岸的热带
沙漠气候的影响一例，说明寒流影响气候的显著性。另外我
再结合秘鲁寒流补充一个常识：南美西岸的阿塔卡玛沙漠之



所以成为世界旱极的原因之一是洋流，这样一来不仅加深了
学生对本知识点的理解，同时也延伸了学生的课外知识。最
后通过对教材上的案例对拉布拉多半岛和西北欧的气候进行
对比分析，再次强调寒暖流对气候的不同作用。

3、师生互动，对比学习：

（洋流对渔场的影响也是本节课的学习重点。）

接下来让学生放宽眼界，将洋流对大陆气候的影响转移到海
洋当中，提出四大渔场，通过师生合作的方式分别对四大渔
场的形成、分布进行对比学习，并要求学生掌握北海道渔场、
纽芬兰渔场和北海渔场由哪些洋流交汇所形成，并在洋流分
布图上标注四大渔场的大概位置。同时借用纽芬兰渔场消失
这一事实培养学生保护生态资源的意识，使其树立可持续发
展观。

（三）作业小结

总结本节课所学的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四大方面的影响，再次
强调重点，要求学生着重掌握洋流对气候和渔场的影响。

结合洋流知识分析我国第一大渔场——舟山渔场的形成原因；
有某一航船夏季从索马里半岛到印度，应该怎样行驶才顺风
顺水（请画出简图）；搜集与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有
关的资料，试分析其形成机制以及可能造成的灾害。

六、板书设计

我主要采用纲目式板书，并用相关示意图与之相结合。纲目
式板书使整个板面一目了然，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把握，
也有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

第二节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二、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利：顺水、省时

1、洋流与航海

弊：海雾、冰山

暖流：增温增湿

2、洋流与气候

寒流：降温减湿

四大渔场

3、洋流与渔场

渔场成因

利：加快净化

4、洋流与海洋污染

弊：扩大污染面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四

大运河在一千多年中，效益经久不衰，足以证明是成功的。
古人在水利工程上，主张天人合一，天水合一，不逆自然规
律，值得今人学习。

一方面，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
的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运河的.开
通还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都发挥了重要作。

开通大运河的影响

（1）大运河开通后，贯穿了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
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
南北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

（2）大运河不仅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也
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
运河的通航还促进了沿岸地区城镇和工商业发展。历朝对运
河不断疏浚、改造，使它持续发挥着贯通南北动脉的作用。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五

暖流具有增温增湿的作用，寒流具有降温减湿的作用。

1、当沿岸暖流经过时，大陆会变得温和湿润，比如欧洲西部
有北大西洋暖流经过，因此当地为温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
润。

2、当沿岸寒流经过时，大陆会变得寒冷干燥，例如美国的西
海岸地区，有一条狭长的沙漠地带，这是由于有加利福尼亚
寒流经过，对沿岸气候有降温减湿的作用。

二、海洋运输

1、轮船在顺着洋流航行时，就像顺风一样，可以节约燃料。
反之，逆着洋流航行，会加大燃料的消耗。

2、当寒流和暖流相遇，则会像之前讲过的天气系统一样，成
云致雨，产生海雾，阻碍轮船航行的视线。例如在大西洋北
部，常年有海雾盛行，这是因为墨西哥湾暖流与拉布拉多寒



流在此相遇。

3、洋流会从北极地区携带海冰，对轮船的航行安全造成了很
大的威胁。

三、海洋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色垃圾产生，很多都被丢弃
到了海里，表面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但实际上，随着洋流，
它们会像漂流瓶一样，四处扩散，污染全球。

四、海洋生物

1、渔场产生的原因：寒暖流交汇，海水受到扰动，海洋下层
的营养盐类被带到了海洋表层，有利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为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饵料。另外，离岸的东南信风，也会将
表层海水吹拂，使得深层的海水上涌，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
到海洋表层，为鱼类提供饵料。

2、四大渔场：纽芬兰渔场——北美洲东部的加拿大，拉布拉
多寒流与墨西哥湾暖流交汇;北海道渔场——亚洲东部的日本，
千岛寒流与日本暖流交汇;北海渔场——欧洲西部，东格陵兰
寒流与北大西洋暖流交汇;秘鲁渔场——南美洲西部的秘鲁，
强劲的东南信风，带走了表层的海水，使得深层海水上涌并
带来了饵料。

洋流的成因及分布

1.风海流：

成因：风海流是洋流最主要的成因之一，主要由于信风和盛
行风常年吹动海水形成。

分布规律：洋流流向为东西方向的洋流都是风海流,包括南北



赤道暖流和北太平洋暖流、北大西洋暖流、南半球的西风漂
流和北印度洋的季风洋流.

2.补偿流：

成因：补偿流主要是由于某地的海水流走后,海平面低于其他
地方，其他地方的海水流过来补充形成的洋流.

分布规律：洋流流向为上南北方向流动的洋流成因多数和补
偿作用有关.比如秘鲁寒流、日本暖流、千岛寒流.

3.密度流：

成因：由于两个较为封闭的海域海水密度不同而形成的。

分布规律：一般发生在海峡处，表层海水从密度小的一侧流
向密度大的一侧.如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水从大西洋流向地中海。

地理如何学才能提高成绩

1、认真听讲，做好笔记

2、多看地图，多画地图

3、联系整体，分析差异

4、勤于练习，勤于质疑

理论知识的记忆是基础，知识的运用才是目的运用知识的途
径就是要多做题，勤问题做的多了，问的多了，书本上的理
论自然也就熟悉了，命题人的意图也能渐渐了然于心，到高
考时就可节省不少分析问题的时间。

提高地理成绩的技巧方法



1、认真听讲，做好笔记

2、多看地图，多画地图

3、联系整体，分析差异

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差异也显著像长江中下游平原与东北平
原，同为我国东部平原，气候，土壤，农业却不一样，平时
在学习的时候就要善于发现，善于总结。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六

一、教案背景：

1：面向学生：初中

2：学科：生物

3：课时：1课时

4: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认同生物的形态结构、生活方式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

2、能够选取多方面的事例来描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析文字和图片资料来提高说明问题的能力及交流合
作的能力。



2、尝试收集、处理数据的方法。

3、学习通过测量进行科学探究的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了解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渗透环保意识。

2、树立“生物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观点。

3、利用技能训练，鼓励学生多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三、重点和难点：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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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七

民族融合,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必然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



象,它强调的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渐进
的过程合于另一民族;某一民族丧失民族特征是在与它族长期
的共处中,潜移默化中实现的.由此可见,实现民族融合的方式
是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其先决条件是民族的.迁徙和流
动,以此造成民族间的杂居态势,为相互间的交流创造条件.而
地理环境正是通过影响民族融合的条件、方式及进程来实现
对民族融合的巨大影响.

作者：张济容作者单位：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710069刊
名：历史学习英文刊名：historylearning年，
卷(期)：“”(10)分类号：关键词：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的教学反思篇八

洋流有寒暖流之分，其形成原因主要是长期定向风的推动。
洋流是地球上热量运转的`主要动力：寒流降温减湿，暖流增
温增湿。通过气团运动间接对气候产生影响，对全球热平衡
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调节了气候。

海洋下垫面的性质是不均匀的，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寒、暖洋
流上。洋流的形成有许多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定向风
的推动。世界各大洋的主要洋流分布与风带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洋流流动的方向和风向一致，在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
左偏。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北半球的洋流基本上是围绕副
热带高气压作顺时针方向流动，在南半球作逆时针方向流动。
在热带由于信风把表层海水向西吹，形成了赤道洋流。东西
方向流动的洋流遇到大陆，便向南北分流，向高纬度流去的
洋流为暖流，向低纬度流去的洋流为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