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第一节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为例”教案试讲 

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为例”教案试

讲 

人教版高中必修三，第二章“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

北为例”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1）了解荒漠化的概念 

（2）结合我国西北等地区的实例，理解荒漠化产生的原因和危害，

了解荒漠化防治的主要措施。 

2、过程与方法 

（1）举例介绍荒漠化的概念及其表现。 

（2）利用地图、数据分析我国西北的自然特征来理解荒漠化的自

然成因。 

（3）利用课本的例子来了解荒漠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人类活动。 

（4）通过书本非洲的例子以及结合成因去了解荒漠化的危害。 

（5）从成因跟危害中得出荒漠化的防治对策跟措施。 

（6）通过荒漠化让学生学会分析区域环境的问题、成因及治理对

策等综合分析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意识到我们环境存在的问题，同时要形成一个保护环境的

意识，学会应如何协调人地关系，能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认识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教学重点】 

了解荒漠化的定义、成因、危害以及防治措施。【教学难点】 

1、能让学生深入了解荒漠化的定义 

2、能掌握好荒漠化，并能举一反三，学会分析其他的区域环境问

题，学会因地制宜，形成一个清晰的综合分析思维。 

【教学方法】讲述法、案例分析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具】多媒

体课件 【教学课时】20 分钟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引入新课 

[教师讲述]请同学们看这张图片,猜一猜：图中的阿富汗男子，他

正在守着什么呢？ 

[学生回答]......[教师讲述]这位男子守着的正是他家门口,你们猜对

了吗? [教师讲述] 这是 2002 年 8 月 11 日，一位记者在马扎里沙里夫

附近的一个村庄拍摄的，一名阿富汗男子守着几乎被沙子埋没的家门

口旁。大家觉得这张图反映了什么环境问 题？ 

[学生回答]土地荒漠化 

[教师讲述]很好。这幅图正是反映了草地退化呈现荒漠化趋势的问

题。这也是我们本 

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请同学

们翻开课本 16 页。（展示 ppt 第一节荒漠化的防治） 

三、讲授新课 

[板书] 第二章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 

[教师讲述]土地荒漠化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一，目前世界约 1/4

的的陆地和 2/3 的国家受到荒漠化威胁和影响，有 36 亿公顷的土地直

接受到荒漠化影响，占世界耕地 

面积的1/4。从这些数据得知，荒漠化的对我们的影响是十分大的。

然而，到底什么是 

荒漠化呢？带着这个问题请大家看看书本 16 页第一自然段。 

[板书] 一 荒漠化的概念 

[教师讲述]同学们看完了吧，请大家一起朗读荒漠化的定义。 

[学生朗读]荒漠化是指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一些半湿

润地区的土地退 

化现象，它是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主要表现

为耕地退化、草地退化、林地退化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石质荒漠化

和次生盐渍化。（展示 PPT 荒漠化的概念） 

[教师讲述] 很好，荒漠化是指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

一些半湿润地区，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土地退



化现象。所以说，荒漠化的实质就是 土地退化。主要表现为耕地退化、

草地退化、林地退化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石质荒漠 化和次生盐渍化。 

[板书] 荒漠化 表现（三退）:耕地退化、草地退化、林地退化 类型

(三化):土地沙漠化、石质荒漠化、次生盐渍化 

[板书] 过程：植被破坏→地表裸露→外力作用（风沙侵蚀、水土

流失）→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流失→土地生产力长期丧失→荒漠般的

景观 

{根据箭头方向进行分析讲解，让学生参与进来} [教师讲述]同学们，

有谁知道荒漠化与沙漠化的区别吗？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荒漠化是土地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种

结果，沙漠化只 

是其中一种，就好比苹果与水果的关系一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土地沙漠化、石质 

荒漠化、次生盐渍化之间的区别。 

[教师讲述]土地沙漠化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地区，另外在藏

北高原、东北地 

区的西部和华北地区的北部也有较大面积分布。是指单纯风力作

用引起的沙质荒漠化，它属于荒漠化的一种。 

[教师讲述]石质荒漠化石质荒漠化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地貌区（贵州、

云南、广西）表现尤为明显。是指在原来的岩石地带的植物被破坏，

可能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最 终成为岩石露裸的地表，形成类似荒

漠的景观。 

[教师讲述]次生盐渍化又称“次生盐碱化”，指由于不合理的灌溉

而引起的土壤盐 

渍化过程。因受人为不合理灌溉的影响，使地下水抬升，在当地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条 件下，使土壤表层盐分增加，引起土壤盐化。

多发生在气候干旱、蒸发量大的干旱、半 干旱地区和半湿润地区。在

我国多发在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教师讲述]但是土地退化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它是具有一定过程演化而来的。[教师讲述]在我国荒漠化的情

况也很严峻：截止 2009 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为 35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3，分布于 18 个省，其中

80.7% 的荒漠化土地分布 

在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三个省区。由此可见，我国荒漠化问题最

为突出的是西北地区。下 

面就利用我国西北地区来分析荒漠化的成因，这是我们本节课的

重点内容。首先我们先了 

解下西北地区的位置与地形。 

（展示 PPT 西北地区的位置和地形图）引导同学们看图 

[教师提问]西北地区的位置与地形？请同学来回答下。 

[学生回答] „„ 

[教师讲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北地区在大兴安岭以西，昆仑

山-阿尔金山-祁 

连山-古长城一线以北，包括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

和准格尔盆地等。西北 

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东部是辽阔坦荡的高原，西部是高大的

山系和巨大的内陆盆地 

并形成了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组合。 

[教师讲述]那么西北地区的气候与植被有什么特征呢？（展示 PPT 

降水量分布图和图 2.2）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从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北地区自东向西，随着距海

洋距离的增加，年降水量递减。贺兰山以东，年降水量在 200 毫米以

上，以西，在 200 毫米以下，在塔 

里木盆地，年降水量不足 50 毫米。而随着降水量的减少，西北地

区的植被景观自东向西 

为草原、荒漠草原再到荒漠。 

[板书] 气候：干旱，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 

植被：自东向西，温带草原—荒漠草原—荒漠 

[教师讲述]在了解西北地区的区域自然特征之后，我们现在来探讨

西北地区荒漠化的自然成因：首先，干旱的自然特征包含着荒漠化的



潜在威胁。大家思考下，为什么干 

旱的自然特征就包含着荒漠化的潜在威胁呢？ 

[学生回答]因为干旱的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区生态环境

的脆弱性。 

[教师讲述]对，由于身居内陆，水汽难以到达：又有高大山系和青

藏高原，阻隔水 

汽：因而西北地区气候干旱，物理风化和风力作用显著，为荒漠

化创造了基本条件，而 

这里植被稀少，平地多疏松的沙质沉积物，为荒漠化创造了物质

基础，再加上大风日数 

多，且集中在干旱的季节，从而为风沙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师讲述]西北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的一个

重要特征就是气 

温、降水的变异率大，如果多年持续干旱，会导致地表植被受损，

会加剧荒漠化的进程，而西北地区由于地形跟位置，夏季风影响自东

到西递弱，降水也随之递减，干旱程度增 

强；山脉与青藏高原使得冬季风对西北地区影响更大，加强其干

旱程度，所以形成异常的气候。 

[教师讲述]气候异常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失衡，是导致荒漠化的主要

自然因素。[教师讲述]自然因素为荒漠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人类活

动在荒漠化过程中 

则起了决定性作用，据调查，西北地区现代荒漠化土地中，90%

以上是人为因素所致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西北荒漠化的人为因

素。 

[板书]西北荒漠化的人为因素 [教师讲述] 荒漠化的人为原因，一

方面是来自人口激增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另 

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活动不当造成的。 

[板书] 

1、人口压力 

2、人类活动不当 



[教师提问] 请看书本 18 页的图 2.4，从图我们可以知道荒漠化人

为因素主要 

表现为哪几个方面？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三个过度是西北地区荒漠化人为因素的主要表现，也说

明了人类活动 

不当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不合理利用，是形成土地

荒漠化的主要人为 

原因。 

[教师提问]我想问下同学们，你们认为致使人们过度樵采、放牧、

开垦的原因 

是什么？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我们先看过度樵采。人口增长，使得燃料的需求增长。

在缺乏能源的地区樵采天然植被是燃料的主要来源。在鄂尔多斯沙区，

每年每户大约要挖 67 平 

方米沙蒿作为烧柴。同时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人们无节制地采挖

药材和发菜，严重破 

坏草场，加速荒漠化进程。 

[板书] 过度樵采 

[教师讲述] 西北地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为了取得短期的经济利

益，牧民尽可 

能的放牧，远远的超过了草地的承载力，导致草原退化和沙化，

草场的载蓄量降低。 

[板书] 过度放牧 

[教师讲述]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粮食需求迅速增加，迫使人

们不合理的拓 

宽农业规模，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荒漠化加剧，土地生产力下

降，最终导致贫困饥 

荒这样的恶性循环。而在原本水源就不多的绿洲负荷不了紧张的



生态用水，导致绿洲 

荒漠化日趋严重。 

[板书] 过度开垦 

三、总结新课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荒漠化的概念以及通过西北地区实例来分析了

荒漠化形成的自然因素跟人为因素，而荒漠化的成因是这节课的重点

也是难点，希望大家下课后能根据这节课的知识框架好好复习掌握。 

四、复习巩固 

结合知识框架对这节课的内容进行回顾 

五、布置作业 

同学们根据今天所学的荒漠化成因和危害去预习好下一节课我们

要讲的荒漠化防治措施 

第二篇：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教案) 

人教版高中必修三，第二章“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

北为例”教案 学 校： 年级及班级： 

授课教师： 

上课题目： 第二章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

以我国西北为例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1）了解荒漠化的概念 

（2）结合我国西北等地区的实例，理解荒漠化产生的原因和危害。 

2、过程与方法 

（1）举例介绍荒漠化的概念及其表现。 

（2）利用地图、数据分析我国西北的自然特征来理解荒漠化的自

然成因。 

（3）利用课本的例子来了解荒漠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人类活动。 

（4）通过书本非洲的例子以及结合成因去了解荒漠化的危害。 

（5）通过荒漠化让学生学会分析区域环境的问题、成因等综合分

析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意识到我们环境存在的问题，同时要形成一个保护环境的

意识，学会应如何协调人地关系，能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认识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教学重点】 

了解荒漠化的定义、成因、危害以及防治措施。【教学难点】 

1、能让学生深入了解荒漠化的定义 

2、能掌握好荒漠化，并能举一反三，学会分析其他的区域环境问

题，学会因地制宜，形成一个清晰的综合分析思维。【教学方法】讲

述法、案例分析法 【教具】 课本、黑板 【教学课时】第一课时 【教

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4 分钟） 

[教师讲述]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授的课程是一个有关环境问题

的内容，环境问题不外乎是两个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谁能

告诉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区别呢？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 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和详解，环境问题简单的说

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原生态的环境当中，人们生产生活

所排放的废气物，超出了环境本身的净化能力，就会对原生环境造成

影响，就形成了环境污染；而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从环境中索取必

要的物质资料，超出了环境本身的恢复能力，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环境污染-排放）（生态破坏-索取）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一课题就是

有关生态破坏的一个方面-荒漠化 

二、讲授新课（25 分钟） 

第二章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 

[教师讲述] 荒漠化已经成为全球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首先，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荒漠化，有谁能告诉我，在你们的映象中什

么是荒漠化吗？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 请同学们看到课本 16 页第一段第三行，荒漠化是指主

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一些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现象，它

是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主要表现为耕地退化、草

地退化、林地退化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石质荒漠化和次生盐渍化。



所以说，荒漠化的实质就是土地退化。[板书]荒漠化的概念 

[板书] 过程：植被破坏→地表裸露→外力作用（风沙侵蚀、水土

流失）→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流失→土地生产力长期丧失→荒漠般的

景观{根据箭头方向进行分析讲解，让学生参与进来} [教师讲述]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荒漠化的表现和类型 

[板书]表现（三退）耕地退化-退化：肥力下降，保持水分、养分

能力下降 

草地退化 

林地退化 

类型：土地沙漠化 

石质荒漠化 

次生盐渍化 

[教师讲述]同学们，有谁知道荒漠化与沙漠化的区别吗？ [学生回

答]„„ 

[教师讲述]荒漠化是土地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种

结果，沙漠化只是其中一种，就好比苹果与水果的关系一样。石漠化

和次生盐渍化画简图分析 

[教师讲述]下面我们根据课本内容以西北地区为例来分析荒漠化的

成因 [教师提问]西北地区的位置与地形？请同学来回答下。 

[学生回答] 西北地区在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

古长城一线以北，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东部是辽阔坦荡的高原，西部

是高大的山系和巨大的内陆盆地。[教师讲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西

北地区在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古长城一线以北，

包括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和准格尔盆地等。西北地区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东部是辽阔坦荡的高原，西部是高达的山系和巨

大的内陆盆地并形成了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组合。 

[教师讲述]那么西北地区的气候与植被有什么特征呢？思考下西北

地区自东向西水分条件与植被景观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教师讲述]但

是土地退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具有一定过程演化而来的。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从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北地区自东向西，随着距海

洋距离的增加，年降水量递减。贺兰山以东，年降水量在 200 毫米以

上，以西，在200 毫米以下，在塔里木盆地，年降水量不足50 毫米。

而随着降水量的减少，西北地区的植被景观自东向西为草原、荒漠草

原再到荒漠。 

[板书]气候：干旱，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 

植被：自东向西，温带草原—荒漠草原—荒漠 

[教师讲述]在了解西北地区的区域自然特征之后，我们现在来探讨

西北地区荒漠化的自然成因：首先，干旱的自然特征包含着荒漠化的

潜在威胁。大家思考下，为什么干旱的自然特征就包含着荒漠化的潜

在威胁呢？ 

[学生回答]„„ 

[教师讲述]西北地区气候干旱，物理风化和风力作用显著，为荒漠

化创造了基本条件，而这里植被稀少，平地多疏松的沙质沉积物，为

荒漠化创造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大风日数多，且集中在干旱的季节，

从而为风沙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师讲述]其次，气候异常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失衡，是导致荒漠化

的主要自然因素。[板书]西北荒漠化的自然成因 

1、干旱的自然特征 

2、气候异常 

[教师讲述]西北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的一个

重要特征就是气温、降水的变率大，如果多年持续干旱，会导致地表

植被受损，会加剧荒漠化的进程，而西北地区由于地形跟位置，夏季

风影响自东到西递弱，降水也随之递减，干旱程度增强；山脉与青藏

高原使得冬季风对西北地区影响更大，加强其干旱程度，所以形成异

常的气候。 

[教师讲述]自然因素为荒漠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人类活动在荒

漠化过程中则起了决定性作用，据调查，西北地区现代荒漠化土地中，

90% 以上是人为因素所致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西北荒漠化的人

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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