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七年级地理下册全册教案（完整版）教学设计

第六章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第 1 节位置和范围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亚洲的地理位置、范围、地理分区。2．了解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1．通过对亚洲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认识大洲的基本方法，并学会读图

描述大洲的地理位置特点。

2．通过地图和资料，尝试从不同方面说明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

3．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与其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4．学会用歌谣的方式总结归纳知识要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热爱我们所居住的大洲——亚洲的良好情感，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重点难点

【重点】

1．亚洲的地理位置、范围和分区。

2．通过对亚洲的学习，掌握认识大洲的基本方法。

【难点】

能够正确描述大洲的地理位置特点。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播放歌曲《亚洲雄风》，并提问：同学们，在听了这首歌之后，大家心中有没有一种骄

傲或自豪的感情？找一名同学与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如此感受？

我们既是中国人，同时也是亚洲人，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学习我们所生活的大洲——亚

洲。知识点一雄踞东方的大洲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2、P3的内容，自主完成）

读图 6.1和图 6.2，思考：1．亚洲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答案：亚洲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东半球、北半球；亚欧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

洋、北临北冰洋，西北、西南分别与欧洲、非洲相邻，东北、东南分别与北美洲、大洋洲隔

海相望;北部纬度约达北纬 81°，南部纬度达南纬 11°，经度位置约在东经 26。至西经 170°

之间，范围广大。

2．从纬度位置可以看出亚洲共跨了哪几个温度带？其中哪个温度带所占的面积最大？答

案：亚洲跨了北寒带、北温带、热带，其中北温带的面积最大。

（教师点拨）

1. 关于大洲位置的判断方法

判断南北半球关键是看其与赤道的相对方位；判断东西半球，要根据 20°W和 160°E的

位置，20°W以东、160°E以西为东半球，20°W以西、160°E以东为西半球。纬度位置的

判读，关键要根据与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的位置，判断出所处的温度带。海陆位置，主要

从周围的大洲、大洋的相对位置上判断。

2. 歌谣记忆亚洲的位置范围

东半球、北半球、亚洲在里头；围三洋、连两洲、两洲隔海望。

3. 亚洲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对其地形、河流和气候等自然地理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运用地图，简述北美洲的地理位置

（讨论交流）

1. 结合教材图 6.1，简述北美洲的半球位置。

2. 结合教材图 6.3，说出北美洲的经纬度位置。

3.结合教材图 6.3，找出北美洲周围的大洋、大洲，说出它们分别位于北美洲的方位，

归纳北美洲的海陆位置特点。

（学生活动）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北美洲的地理位置。

（教师点拨）

1. 美洲的半球位置

从南北半球看，北美洲全部位于北半球；从东西半球看，主要位于西半球。

2. 美洲的经纬度位置

经度约西经 20。〜西经 170°，纬度约北纬 7°〜北纬 72°。

3•北美洲的海陆位置特点



北美洲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濒北冰洋，南以巴拿马运河为界与南美洲相分，西

北隔白令海峡与亚洲相望，东北隔丹麦海峡与欧洲相望。

知识点二世界第一大洲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4、P5的内容，自主完成）

1．读图 6.4，亚洲的面积特点是什么？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除了从面积上能够比

较得出，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说明亚洲的“大”呢？

答案：亚洲在七大洲中，面积是最大的。亚洲也是跨纬度最广，东西距离最长的大洲。

2．读图 6.5，观察亚洲有哪六个分区。

答案：亚洲按地理方位，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 6个地区。

3．读图 6.6，简要描述一下图中分区居民生活的差异？

答案：西亚沙特阿拉伯的贝都因人，居住帐篷，身着宽大袍子，过游牧牛活：北亚东西

伯利亚的亚库特人，居住木屋，身着毛皮服装：南亚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人，捕鱼为生：东

南亚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聚居在长屋里。

（教师点拨）

1. 歌谣记忆七大洲的面积大小

亚非北南美，南极欧大洋。

2. 歌谣记忆亚洲分区

东西长、纬度多、世界最大洲；分中亚、东南亚、东西南北亚。

3. 易错认为亚洲是跨东西经度最广的大洲

亚洲东西跨经度接近 200°，东西距离在各大洲中是最长的，但亚洲并不是跨经

度最广的大洲，南极洲跨 360个经度，是跨经度最广的大洲。

4. 亚洲不同地区居民生活差异

生活在西亚沙特阿拉伯的贝都因人，居住帐篷，身着宽大袍子，过着游牧生活；生

活在北亚东西伯利亚的亚库特人，居住木屋，身着毛皮服装，运输工具是狗拉雪橇；生

活在南亚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人，以捕鱼为生，交通工具是船；生活在东南亚印度尼西

亚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聚居在可长达 200米的长屋里。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比较北美洲和亚洲的位置和范围差异

（讨论交流）

结合教材图 6.1〜图 6.4,按表 6.1中的各项目，比较亚洲和北美洲位置和范围的差异。



（学生活动）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北美洲和亚洲的位置和范围差异。（教师点拨）

亚洲主要在东半球，北美洲在西半球；亚洲大部分在北半球，北美洲全部位于北半球；

亚洲北部濒临北冰洋，东部濒临太平洋，南部濒临印度洋，北美洲北部濒临北冰洋，东部和

南部濒临大西洋，西部濒临太平洋；亚洲面积约为 4400万平方千米，北美洲约为 2400万平

方千米;亚洲的所跨的纬度范围约为 92°,北美洲约为 65°；亚洲所跨的经度范围约为 164°,

北美洲约为 150°。

课堂小结本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亚洲的位置、范围及地理分区，并将其归纳成歌谣的形

式方便大家记忆。亚洲地域辽阔，跨寒、温、热三带，不同分区、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

们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中国人，我们为地处亚洲而自豪。

第 2 节自然环境

第一课时地势起伏大，长河众多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掌握使用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及相关资料的能力。

2．了解亚洲的地势特点，学会总结归纳亚洲地形和河流特点。3．理解河流分布与地形

之间的关系。

【过程与方法】

1．初步掌握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说明归纳大洲地形和河流特点的方法。2．学会分析

自然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亚洲地形、河流的学习，培养学生热爱我们所居住的大

洲——亚洲，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重点难点

【重点】

1．亚洲主要地形区的名称与分布；亚洲地势特点。2．亚洲主要河流名称与分布。

【难点】

地形与河流的流向以及分布的关系。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课前准备一些有关亚洲的图片制成幻灯片在课堂上播放，如长城、泰姬陵、富士山、沙

漠中的阿拉伯人、喜马拉雅山脉等，请学生说出图片中展现的景观在哪里？

中国、印度、日本、沙特阿拉伯、尼泊尔……这些景观都位于亚洲，我们中国也是亚洲

大家庭中的一员。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认识亚洲。知识点地势起伏大，长河众多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6〜P8的内容，自主完成）

1．读图 6.8，这种地形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海拔，可以直观的看出不同的地型类

形，这是哪类地形图？从位置和海拔两方面考虑，可以看出亚洲的地形有什么特点？

答案：分层设色地形图。亚洲地形复杂多样，中部以高原、山地为主；四周以平原，丘

陵为主。

2．读图 6.9，说说亚洲自西向东地势的变化特点。

答案：亚洲大陆沿北纬 30°纬线自西向东，地势呈现出“低一高一低”的变化，即亚洲

在东西方向上，地势表现出高低起伏大，中部高、东西两侧低的特点。

3．读图 6.8，河流是构成自然环境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图中找出鄂毕河、叶尼塞河、勒

拿河、塔里木河、阿姆河、锡尔河、黄河、长江、湄公河、恒河、印度河等大河，观察河流

的位置、流向及注入的海洋，并归纳亚洲的大河在分布上的特点。

答案：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等由南向北注入北冰洋：湄公河自北向南，黄河、长

江自西向东注入太平洋；恒河自西北向东南，印度河自东北向西南注入印度洋：塔里木河、

阿姆河、锡尔河等最终并不注入海洋，而是消失在沙漠中或注入内陆湖泊。由此可知，亚洲

的大河大多发源于中部的高原、山地，呈放射状由中部流向周围分布的特点。

（教师点拨）

1. 分层设色地形图中地形的判读

要判读某区域的地形类型，主要观察该区域主体颜色，对照图例，判断其海拔高低，海

拔大于 500 米的地形类型主要为高原、山地；低于 500 米主要为平原和丘陵；然后再根据颜

色过渡情况，来判断相对高度的变化，如果颜色差异大，表明相对高度大，反之，相对高度

小。由此区分高原、山地或者平原、丘陵。周围高、中间低，则判读为盆地。

2. 误认为从某一方向的地形剖面图即可判断该地区的地势特征

沿着亚洲北纬 30。纬线的地形剖面图，只可判断亚洲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出东西低、中间

高的特点。想全面判断亚洲地势特征，还要根据 90°E 经线剖面图，判断亚洲南北方向的地

势变化，从而综合判断出亚洲的地势特征是中部高、四周低。

3. 亚洲地理集锦



青藏高原一一世界最高的大高原，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



喜马拉雅山脉——世界最高大的山脉，海拔超过 7000米的高峰有 50多座。

珠穆朗玛峰一一喜马拉雅山脉主峰，世界最高峰，海拔 8844.43米。

西西伯利亚平原亚洲最大的平原，面积约 260万平方千米。

阿拉伯半岛世界最大半岛，面积约 300万平方千米。

马来群岛一一世界最大的群岛，共有岛屿 2万多个，面积 243万平方千米。

里海一一世界最大的湖泊，咸水湖，面积约 37万平方千米。

贝加尔湖世界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最深处达 1620米，蓄水量 2.3万立方千

米。

死海一一湖面低于海平面 415 米，是世界陆地最低点。由于湖水含盐量过大，人可以轻

松地漂浮在水面上。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分析北美洲的地形及其对河流的影响

（讨论交流）

1.结合教材图 6.11，找出海岸山脉、内华达山脉、落基山脉、大平原、拉布拉多高原、

阿巴拉契亚山脉，分别指出它们在北美洲的位置和大致的海拔；将北美洲按照地形划分西部、

中部和东部三个区域，并说出三个区域主要的地形类型；结合图 6.12，指出北美洲大陆沿北

纬 40°纬线自西向东地势的变化特点；由此归纳北美洲的地形特征。

2.结合教材图 6.11 和图 6.12，找出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标出它们的流向；以密西西

比河为例，解释北美洲的地形对河流流向的影响。

（学生活动）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北美洲的地形特点及其对河流的影响。

（教师点拨）

1.北美洲的地形特点：地势变化是东西高、中间低。西部主要是山地（海岸山脉、内华

达山脉、落基山脉），中部主要是平原（大平原），东部主要是高原、山地（拉布拉多高原、

阿巴拉契亚山脉）。

2.由于北美洲地势为东西两侧高，中间低，所以密西西比河的干流总体流向是由北向南,

而其支流由东西两侧向中部汇集。北美洲的河流流向受其地形的影响，大多都是发源于东西

两侧。

课堂小结本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亚洲的地形复杂多样、种类齐全，地势中间高、四周低

的特点和亚洲的河流大多发源于中部，呈放射状分布的特点，以及知道了怎么分析北美洲的

地形和河流特点，同学们要通过读图来记忆这些知识。



第二课时复杂的气候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掌握亚洲的气候类型及特征。

2.运用气候类型分布图，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及相关资料分析亚洲的气候类型、特

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3.了解亚洲东部和南部的降水与夏季风的关系以及对农业的影响。【过程与方法】

1. 学会从位置、河流、气候等方面归纳一个大洲的自然环境特征。

2.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亚洲气候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与其他自然要素之间的相

互关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学习亚洲气候与位置、地形、农业的关系，分析气候特征的影响因素，逐渐形成

追根求源的探索意识。

2.指导学生积极参与读图分析、讨论竞赛等活动，发展逻辑思维、培养创新与合作意识。

重点难点

【重点】

亚洲的气候类型、特点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难点】

对比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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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导入】

(展示亚洲的自然景观图片)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亚洲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大家还记得学了哪些内容吗？我们

在上册学习了世界的气候类型，以及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那么大家还记得影响气候的因素

有哪些吗？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亚洲的气候及相关知识。

知识点复杂的气候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io、P11的内容，自主完成)

1．读图 6.13，思考下列问题：

(1)找出亚洲有哪几种气候类型。



答案：亚洲的气候类型有：寒带气候、热带雨林气候、热带沙漠气候、地中海气候、高

原山地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

(2)看看北纬 30°附近地区的气候类型有哪些？30°N 附近的大陆东岸是什么气候类型，

同纬度的大陆西岸呢？同纬度的青藏高原是什么气候？

答案：地中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

30°N大陆东岸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大陆西岸是地中海气候，同纬度的青藏高原是高原山地气

候。

(3)找出亚洲面积最大的气候类型是什么。为何其分布面积最广大？

答案：温带大陆性气候。因为亚洲面积广大，内陆广大地区距海遥远，所以形成面积广

大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4)找出亚洲有哪几种季风气候，并分析季风气候分布特点。

答案：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

候分布在亚洲东部；热带季风气候分布在亚洲南部的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

(5)亚洲的季风气候显著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亚洲背靠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东面和南面分别临太平洋和印度洋，

海陆热力性质差异显著，所以形成了世界上最显著的季风气候区。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

风气候是亚洲独有的气候类型。

2．据教材内容，说说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有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答案：有利：季风气候雨热同期，能够满足农作物生长时对热量和水分的要求。不利：

夏季风有的年份来得晚或退得早，或是风力太弱，雨水就不足，容易造成旱灾；有的年份来

得早或退得晚，或是风力太强，雨水就过多，容易造成涝灾。

（教师点拨）

1•地跨热带、温带和寒带，东、北、南三面濒临大洋，中西部深居亚欧大陆。受纬度位

置、海陆位置和地形的综合影响，亚洲气候具有复杂多样、大陆性气候分布广、季风气候显

著特点，其中大陆性强的特点，是由于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洲，拥有广大的陆地。亚洲季

风气候显著的特点则主要是由于亚欧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之间巨大的海陆热力差异造成的。

2•认为亚洲具有所有的气候类型

世界上的气候类型共有 11种，绝大多数亚洲都有，但却没有温带海洋性气候和热带草原

气候这两种气候类型。

3. 认为影响亚洲的夏季风只来自太平洋

亚洲季风气候显著，其夏季风主要来自东部的太平洋和南部的印度洋，由于太平洋容量



巨大，容易被误认为是夏季风唯一的源地。



4. 亚洲气候类型多样，各地气候差异巨大

北冰洋沿岸地带是寒带气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银装素裹，冰封千里；东南部的马来

群岛是热带雨林气候，长年皆夏，森林常绿；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是热带沙漠气候，干旱少

雨，沙漠广布；西部的地中海沿岸是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中部的青

藏高原和一些高山地区，则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山地气候区，自然景观呈明显的垂直变

化。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认识北美洲气候的分布

（讨论交流）

1. 找出北美洲主要的气候类型；指出北美洲分布最广的气候类型，说出它的分布范围。

2. 找出 40°N纬线自西向东依次穿过的气候类型；找出 80°W经线自南向北依次穿过的

气候类型。了解北美洲气候类型的分布规律。

（学生活动）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北美洲的主要气候类型及其分布。

（教师点拨）

1•北美洲的主要气候类型有温带大陆性气候、亚热带湿润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地中

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雨林气候、寒带气候、高原山地气候等。温带

大陆性气候分布最广，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大陆中部。

2. 北美洲的气候类型经纬度分布规律：沿北纬 40°纬线自西向东依次是地中海气候、

高原山地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西经 80°经线自南向北依次是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

候、亚热带湿润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寒带气候。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亚洲的气候类型和特点，以及知道了怎么分析北美洲气候类型和

气候分布规律，同学们要通过读图来记忆这些知识。

第七章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 1 节日本

第一课时多火山、地震的岛国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在世界地图中找到日本的位置，并能举一反三推出确定国家位置的方

法。



2．了解日本的领土组成和首都位置，并能在日本图中找到相应位置。3．掌握日本的地

形、地貌特点，分析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联系实际，懂得防灾、减灾意识在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

【过程与方法】1．培养学生认识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特点、主要灾害等地理内容的方

法。

2．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能力，以课堂活动与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形式激活课堂

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日本自然环境和人文经济的认识，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和求知欲，增强防震意识，提高学习地理的兴趣。

重点难点

【重点】

1．日本的地理位置和领土组成。

2．日本的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

【难点】

火山的形成原因和利弊分析。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通过讲述时事政治，对于我国的钓鱼岛问题一直争执不休，大做文章的国

家是哪个？（日本）钓鱼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这节课就让我们抛开爱恨，用地理的视角充

分认识这个复杂的国家。

知识点多火山、地震的岛国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14、P15的内容，自主完成）

1．读图 7.1和图 7.2，找出日本的地理位置（半球位置、海陆位置和经纬度位置）、领

土组成和地形特征。

答案：日本位于东半球、北半球；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的西北部，东临太平洋，西临

日本海：纬度位置大致在 23°N〜46°N,国土南北狭长，大部分处在北温带。日本的领土主要

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一些小岛组成。日本地形以山地、丘陵

为主，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平原面积狭小，且多位于沿海。

2．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组成对自然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呢？

答案：日本是个岛国，海岸线曲折，促进了日本渔业、造船业、海洋运输业和与国外的

联系；日本的气候深受海洋的影响，所以其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海洋性特征。



3．日本为什么多火山、地震？日本的应对措施有哪些？

答案：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在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所以多火

山和地震。应对措施：为了减轻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日本的传统民居多采用质地较轻的材

质建筑：举行防震演习。

4．读图 7.3〜图 7.6，分析总结日本火山地震的利弊。

答案：弊：日本频繁发生的火山、地震易造成交通堵塞、粮食减产，严重时还会造成重

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利：频繁的火山喷发，为日本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日本的

富士山和温泉。

（教师点拨）

1•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位置的方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位置一般从海陆位置、经纬度位

置以及相对位置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1）海陆位置：一般从所在大洲或大陆的方位、濒临的海洋来描述。

（2）经纬度位置：一般从经纬度范围，所处低、中、高纬度，分布的温度带，所在半球

等方面加以描述。

（3）相对位置：一般从相邻的国家、地区、省区以及特殊的地理事物等方面分析。

2. 日本的自然资源

日本森林资源、水能资源、渔业资源丰富，但矿产资源匮乏。日本山地、丘陵多，再加

上湿润的海洋性季风气候，森林资源丰富；水流落差大，故其水能资源丰富；濒临太平洋，

渔业资源丰富，北海道渔场是世界著名渔场。

3. 岛国不一定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日本为岛国，四面环海，但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分布在中纬度大陆

的西岸。日本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季风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具有

海洋性特征。

4. 日本的火山和地震

日本火山多，分布广。富士山是最著名的火山。日本还多地震，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影

响巨大。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读图说明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及减灾措施

（讨论交流）

1. 运用板块构造学说，分析日本多火山和地震的原因。

2. 应对地震，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



3. 我国也是多地震的国家，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

（学生活动）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及减灾措

施。

（教师点拨）

1.日本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这里属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壳运动

比较活跃，因此多火山、地震。

2.一是传统民居多使用质地较轻的建筑材料，以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二是进

行防震演习。

3.我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在地震多发地区，应当学习日本一是选择质地较轻的建

筑材料，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二是进行防震演习，加大防震减灾宣传力度，提高

人们的防灾意识及自救意识。

课堂小结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自然环境特征，即岛国的领土组成，

海岸线曲折；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多山的地形特征；多火山、地震等。然而，海岸线曲

折，因而日本多优良港湾。那么，多优良港湾的特点又会对日本的工业经济造成什么影

响呢？这是我们下节课要研究的内容。

板书设计

第七章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 1节日本

第一课时多火山、地震的岛国

一、地理位置和范围 1．海陆位置——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部

2. 纬度位置——23°N〜46°N

3．领土组成——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一些小岛二、自然地理

特点

1. 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平原面积狭小

2. 河流短小急促，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海港

3. 气候：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具海洋性特征

4. 多火山、地震

第二课时与世界联系密切的工业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通过计算人口密度，并能与世界人口密度的比较得出日本人多地少的特点。



2. 了解日本的民族构成及文化特色，知道中国与日本文化之间的联系。【过程与方法】

1. 通过对日本人文经济的认识，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求知欲，提高学习地理的兴趣。

2. 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能力，以课堂活动与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形式激活课

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和资源观。

2. 培养学生爱国热情。

重点难点

【重点】

1. 日本的人文环境特征。

2．日本的工业分布特点及原因。

【难点】

日本的工业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播放日本的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图片)上节课我们了解了日本的自然环境特征以及多火

山地震的特点，这节课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日本的工业、经济特征和风土人情。知识点一与

世界联系密切的工业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17、P18的内容，自主完成)

读图 7.10〜图 7.13，思考：

1．日本的经济特点是什么？工业特点是什么？

答案：日本经济发达，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日本工业高度发达，以加工贸易型经济为

主，即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料、燃料，然后依靠本国先进的科技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进口

原料进行加工，制成工业品大量出口，形成“进口一加工一出口”型经济。

2．日本的工业分布特征是什么？主要工业区有哪些？

答案：日本工业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主要工业区有：京滨工业区、

阪神工业区、名古屋工业区、濑户内工业区、北九州工业区。

3．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有哪些？



答案：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短缺且价格高；国内各种资源、用地紧张；环境污染

严重；国内市场狭小等，发展速度放缓。对策为：依靠资金、技术等优势，加速扩大海外投

资；利用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

4．日本的投资建厂对象是哪些？

答案：日本投资建厂的主要对象是欧洲、美国、东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教师点拨)

1. 日本工业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的原因

(1) 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进口原料、出口产品主要依赖国际市场，将工业布

局在沿海、港口附近，便于原料的输入与产品的输出，从而节省运费。

(2)该地城市和人口集中，是国内最大的消费地。

(3)工厂靠近码头，陆上交通便利。

(4)沿海平原集中，填海造陆价格低，工业经济效益高。

2. 日本工业布局的变化

不能静止地看待日本工业布局。日本国内出现劳动力成本上涨、环境污染、土地紧张、

国内需求减少等问题，许多企业采取依靠资金、技术等优势，加速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生产

和销售基地。针对不同投资对象，日本选择使用不同策略。对于欧洲、美国，主要是利用当

地广大的消费市场，而对于东亚和南亚，则主要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知识点二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19、P20的内容，自主完成）

1•阅读教材第 19页内容，结合图 7.5〜7.8,说明日本文化具有什么特点？

答案：既有浓厚的大和民族的传统色彩，又有强烈的西方气息，是东西方文化兼容的典

型。

2. 简述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答案：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唐朝，日本曾多次派遣使者和留学牛到中国来学习科

学、文化、艺术，中国也曾派遣使者东渡日本，传播建筑、绘画艺术、医学和宗教等。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结合实例，感受中日文化的交融

（讨论交流）

1.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哪些方面的相似性。

2. 有哪些关于中日文化交融的例子，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生活动）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中日文化的交融。



（教师点拨）

1.日本人同我们一样属于黄种人；日本人饮食与我们有类似之处；日本文字方面与汉字

也有类似之处等，总之，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2.如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日本进行的“大化改新”就依照唐朝制度，改革了行政制度，

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唐朝时，高僧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华

学界的尊敬。

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日本的工业特点、分布及原因，日本的文化特征等知识。从中我们要

学习无论为人，还是做事都应该扬长避短；继承要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传统的精粹要发扬



1．条件

有利

不利

3．海外投资对象
美国、西欧东

南亚、东亚

光大，外来的要注意取舍。

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与世界联系密切的工业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一、与世界联系密切的工业

2．经济特征：加工贸易型

4. 工业分布■｛濑户内沿沿岸

［濑尸内海沿岸

二、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1．民族构成—大和民族占绝对优势

2．东西方文化并存

第 2 节东南亚

第一课时“十字路口”的位置热带气候与农业生产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在地图上找出东南亚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首都，读图说出东南亚地理位置的特

点和重要性。

2．掌握东南亚的气候特点以及气候对东南亚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3．树立因地制宜

的人地关系思想及环保意识。

【过程与方法】1．通过东南亚这一案例的学习，学会学习区域地理的一般方法。

2．继续培养学生的自学、论辩和读图能力；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训练学生的辨证思维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增强学生的互助合作意识。

重点难点

【重点】

1．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国家。2．马六甲海峡的位置以及在世界海运交通上的地理意义。



【难点】

1．东南亚的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马六甲海峡在世界海运交通上的地理意义。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视频播放东南亚各种风光）近年来到新马泰旅游是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一大热点，那里

有丰富的热带自然景观，众多美丽的沙滩和岛屿，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同学们，你们知道“新

马泰”是指那些地方吗？它坐落在哪里吗？今天老师就领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东南亚，欣

赏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知识点一“十字路口”的位置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22、P23的内容，自主完成）1．读图 7.19，说出

东南亚在世界上的位置和范围。

答案：东南亚位于亚洲的东南部，中国的南面。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

2．读图 7.20，在图上找出亚洲、大洋洲、印度洋、太平洋。图上实际操作把大洲和大洋

用线连起来，看看形成了什么字？这个字说明了什么？

答案：“十”字。它说明了东南亚处于沟通亚洲与大洋洲、联系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十

字路口”。

3．读图 7.21，那么多大洲大洋之间的交通航线是怎样通过东南亚的呢？

答案：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天然水

道，也是连接欧洲、印度洋沿岸港口与太平洋西岸港口的重要航道，还是欧洲、非洲与东南

亚、东亚各港口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

4．读图 7.20，仔细观察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的地形各有什么特征？

答案：中南半岛地形是山水相间，纵向分布，靠近中国的北部地势高。马来群岛的大多

数岛屿地势起伏大，地形崎岖。

5．读图 7.20，思考在东南亚的范围之内有哪些国家？

答案：东南亚的国家有：泰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文莱、东帝汶、菲律宾。

（教师点拨）

1.认为马六甲海峡是东南亚和东亚到欧洲和非洲各港口的唯一通道

马六甲海峡是联系东南亚和东亚到欧洲和非洲各港口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但不是唯一

通道。重要意义在于沿岸城市密集、方便提供日常用品。



1. 认为东南亚濒临印度洋、太平洋，只有沿海国，没有内陆国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其他都属于临海国或岛国。

【合作探究】

（探究活动）认识东南亚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讨

论交流）

1．找出太平洋、印度洋、大洋洲、中国、印度在东南亚的方位；找出中南半岛、马来半

岛、马来群岛在东南亚的位置；找出东南亚与中国陆上相邻的国家和濒临南海的国家有哪些。

—\O

2．分析马六甲海峡对我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性。

（学生活动）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东南亚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和

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教师点拨）

1.印度洋位于东南亚的西面；太平洋位于东南亚的东面；大洋洲位于东南亚的东南面；

中国位于东南亚的北面；印度位于东南亚的西北面。中南半岛位于中国的南部，中南半岛向

南伸出的一个小半岛是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中国陆上相邻的国家

有越南、老挝和缅甸，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临南海的国家有越南、柬埔寨、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

2. 马六甲海峡是西亚、非洲石油运输到东亚的重要通道，被称为“海上生命线”近年

来，我国从西亚进口石油，船只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

知识点二热带气候与农业生产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23、P24的内容，自主完成）

1．东南亚因为纬度范围决定它位于哪个热量带？参看“亚洲的气候类型”图，判断东南

亚有哪些气候类型？分布在哪？

答案：东南亚位于热带。东南亚主要有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两种类型。热带季

风的分布地区一一中南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北部:热带雨林气候的分布地区一一马来半岛南部和

口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

2．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的特点是什么？它们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



答案：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都具有全年高温、降水丰沛的特征，都有利于水稻

和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由于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雨季、旱季之分，所以这里的农作物多在

雨季播种，在旱季收获。热带雨林气候地区的农作物全年可以播种，都能收获。

3．读图 7.24，说说东南亚主要热带经济作物、地位及生产国家。

答案：东南亚主要的热带经济作物有天然橡胶、棕榈油、椰子、蕉麻，东南亚是它们的

最大产地，其最大的生产国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教师点拨）

1. 误认为中南半岛属热带季风气候，马来群岛属热带雨林气候

东南亚主要的气候类型是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热带季风气候主要分布在中

南半岛，热带雨林气候主要分布在马来群岛，但要注意的是中南半岛南端马来半岛的气候

类型是热带雨林气候，而属于马来群岛的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2. 东南亚气候对农业的影响

（1）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降水多，因而农作物可以随时播种，四季都有收获。

（2）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咼温，一年有旱雨两季，农作物多在雨季播种，在旱季收获。

（3）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农作物

世界重要的稻米出口国 泰国、越南、缅甸

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国 泰国

世界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 马来西亚

世界最大的蕉麻生产国和

椰子出口国

菲律宾

世界最大的椰子生产国 印度尼西亚

【合作探究】（探究活动）探讨如何协调农业生产与东南亚热带雨林保护的关系（讨论

交流）

1. 发展油棕种植与保护红猩猩的生存环境之间有何矛盾？

2．以“保护红猩猩，少吃方便面”为题，组织一次讨论会。

3．搜集有关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行为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的故事，与同学们

分享。

（学生活动）教师指导学生观察、讨论、交流，总结出如何协调农业生产与东南亚热带

雨林保护的关系。

（教师点拨）



1•砍伐热带雨林，发展油棕种植，使热带雨林面积减少，破坏了红猩猩的生存环境，可

能导致红猩猩从地球上消失。



2. 方便面所用油脂为棕榈油。棕榈油是从油棕树上的棕果中榨取出来的，红猩猩生存

的东南亚热带雨林地区适宜种植油棕。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东南亚大片雨林被砍伐，变成

了油棕种植园，红猩猩则丧失了栖息地。所以我们要少吃方便面，以保护红猩猩。

课堂小结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了解了东南亚重要的地理位置，范围，地形，热带气候

类型、分布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等相关知识。特别要注意的是掌握东南亚的位置、国家及

马六甲海峡在世界海运交通上的地理意义。

板书设计

第 2节东南亚

第一课时“十字路口”的位置热带气候与农业生产

一、“十字路口”的位置

1. 地理位置：亚洲的东南面、中国的南面

2. 马六甲海峡——十字路口的咽喉

3. 范围：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

二、地形

1. 中南半岛：山水相间，纵向分布

2. 马来群岛：地势崎岖 1

三、国家：11个

四、热带气候及其与农业生产

1. 热带季风气候：终年高温，降水分旱雨两季。农作物多在雨季播种，旱季收获

2. 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农作物可随时播种，四季都有收获

3. 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经济作物有天然橡胶、棕榈油、椰子和蕉麻等

练习设计

请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第二课时山河相间与城市分布热带旅游胜地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根据地形图说出中南半岛城市分布特点，并分析河流对城市分布的影响。

2．举例说明东南亚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3．了解河流对城市分布的影响、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过程与方法】



1．学会学习区域地理的一般方法。

2．培养学生的自学、论辩和读图能力；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训练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增强学生的互助合作意识。

重点难点

【重点】

1．东南亚的地形与主要的城市。

2．东南亚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难点】

东南亚气候与旅游业的关系。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自古以来中国就与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著名革命家陈毅在写给缅甸朋友的

诗中曾说到：“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共饮一江水”，这便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

关系的真实写照，因为中南半岛上的许多河流的源头都在中国。

这节课我们就来看看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河流、城市等特征。知识点一山河相间与城市分

布

【自主学习】

（教师展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教材 P26的内容，自主完成）

读图 7.28〜图 7.30，思考：

1．中南半岛的地形特点是什么？结合主要河流的流向，归纳出中南半岛的地势特点。

答案：中南半岛的地形特点为山河相间、南北纵列分布。河流多自北向南延伸，向南注

入太平洋或印度洋，这说明中南半岛的地势是北高南低。

2．这样的地形条件有怎样的好处？

答案：上游蕴藏丰富的水力资源，下游可以形成肥沃的平原。因此下游成为东南亚人口

稠密的地区，中南半岛上的大城市主要分布在大河的沿岸。

3．中南半岛的河流与城市分布有何关系？分析其原因是什么？

答案：中南半岛的大城市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及河口三角洲地区。原因是河流沿岸和河

口三角洲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易于灌溉，交通便利。

（教师点拨）

1. 认为湄公河向南流注入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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