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地理下册教案（粤教版） 

 

第一节 北方地区——黑土地和黄土地 

目标 

1.知识与技能 

让学生知道我国四大地理单元及其分界线。识读“中国四大地理

分区”图；识读“北方地区图”；理解北方地区主要的山脉、高原、

平原及其分布特点；了解黑土地和黄土地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方

式。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模拟介绍家乡的活动，掌握四大地理单元的差异；通过“图

片+说明”、播放视频的方式分别介绍黑土地和黄土地的位置和主要特

征，再通过相关活动让学生概括出自然条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热爱土地、热爱国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热情，渗透

情感态度与价值的情感教育。 

重点 

北方地区的自然特征和人文特征。 

教学难点 

综合、根据、归纳北方地区的自然特征和人文特征。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课前] 

同学们，经过一个长长的暑假，新的学期又开始了，不知道同学

们在这个暑假到过哪些地方呢？又见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能跟大家

一起分享吗？ 

学生七嘴八舌：略 

[上课] 

请同学们翻开书本首页，这是我国四大地理区域的景观图。请结



合图片进行讨论，你在当中看到了什么？又联想到哪些方面呢？假设

你是来自上述的四个区域的人，你会怎么介绍“自己”所在的家乡情

况呢？我们请四个小组的代表来模拟一下。 

[学生活动] 

一组：北方地区平原面积广阔，耕作易于机械化操作，农作物的

单位面积产量高。 

二组：南方地区主要土地是红土地，丘陵较多，平原少，所以人

们耕种主要在一些低级的丘陵和小平原进行，一般是精耕细作的。 

三组：西北地区有辽阔的草原，马牛羊特别多，所以我猜农业是

畜牧业为主。 

四组：我看到青藏地区高山冰雪覆盖，雪山连绵，反映青藏地区

地势高，气候寒冷，是世界屋脊。 

[教师总结] 正是由于区域的差异性较大，而同一区域内相同或相

似性较多，所以将我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单元，分别是北方地区、南方

地区、西北地区、青藏地区。 

[活动] 完成书本 P.3活动。 

[过渡] 首先我们学习了解的是北方地区。 

[课件展示] 北方地区图。（引导学生找出我国北方地区的位置、

范围以及主要地形区。） 

[师生互动] 

1.让学生找出北方地区所管辖的省级行政区，并分别说出它们的

简称和行政中心。 

2.在图 5.2中，找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大小兴安岭、

长白山、秦岭、太行山、辽东丘陵、山东丘陵、渤海、黄海、黄河、

淮河、黑龙江、松花江。 

3.让学生自读课本 P.4~5 内容，整体感知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 

[提问] 根据所了解到的知识，请归纳出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

济特点。 

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并出示表格： 

北方地区 



自然环境经济特点 

位置范围主要地形区农业工业 

秦岭—淮河以北东北三省 

两河、两山 

京津 

陕甘宁 

(苏、皖、内蒙古)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 

黄土高原 

(2 个丘陵)平原广，耕地以旱地为主，机械化程度高，是我国重要

粮食产区煤、铁、石油等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工业城市密集，资源

消耗量大 

重要农业区：二大商品粮基地(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华北平原重

要工业区：京津唐工业基地、辽中南工业基地 

[过渡] 同学们，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地，人类对土地有着天

然的感情，请问，以下两幅图（课前准备两幅黑土地和黄土地的照片）

各反映的哪种土地？主要分布地区在哪里？ 

学生回答：黑土地、黄土地；东平平原、黄土高原。 

[教师] 对了，两种土地都有各自的特点，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它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结合手上的资料，进行

小组讨论。（结合我国干湿区和温度带的分布分析） 

[总结归纳] 略 

[播放视频] 《黄土高原》 

[提问] 壮观雄伟的黄土高原，我们已经看过了，谁能概括出黄土

高原的地表特征？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呢？ 

[学生回答] 千沟万壑，支离破碎，主要是因为黄土高原的黄土结

构疏松，容易受到流水的侵蚀。 

[提问] 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如何有效

治理黄土高原？ 

[师生互动] 一起阅读书本 P.6活动 2 的案例。 



[学生回答] 建设淤堤坝，拦蓄泥沙；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 

[活动] 完成书本 P.6活动。 

[小结] 同学们，学习完北方地区，我们得到什么收获？（总结由

学生说，教师作最后总结）。 

[总结] 北方地区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使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

方式等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要记住：发展农业要因地制

宜，安排生产、生活要合理。 

板书设计 

1.自然环境和经济特点（见投影表格） 

山区寒冷——针叶林 

黑土地——东北平原 

2.地区差异 地广、机械化耕作；一年一熟 

黄土地——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缺水，水土配合不佳；两年三

熟 

特点：结构疏松，易水土流失 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3.黄土高原 

治理措施：建於堤坝，拦蓄泥沙；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 

4.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第二节 南方地区——湿热的红土地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掌握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 

2.过程与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与北方地区的特点的比较，引导学生探讨南

方地区的特点，并更好地掌握南北方地区的特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家乡，进一步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的大好

河山。 

教学重点、难点 

南方地区的主要自然环境特点及经济发展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新课引入] 

上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北方地区，了解了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条

件以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此基础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南方

地区。 

[新课讲授] 

[提问] 同学们，我们就居住在南方地区，在你的印象中，南方地

区是怎样的呢？与北方地区对比，南方地区有什么特点？（通过这一

活动让学生对南方地区有个在概的整个认知。） 

[展示图片] 南方地区地形图。 

[学生活动] 读南方地区的地形图，在图上找出四川盆地、长江中

下游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海南省、东海、南海、长江、珠江、

洞庭湖、太湖、鄱阳湖。 

（通过学生的读图活动，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在图中找到的这些

地理事物可以说明南方地区有什么特点。） 

[师生总结] 南方地区主要位于我国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

东的区域。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多分布在河流的中、下游沿岸

及入海口处，河湖众多、水网密布。 

1.自然条件优越的红土地 

（1）位置、范围。 

（2）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红土地。 

（主要地形区：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四川盆

地。） 

[学生活动] 完成书本 P.7活动 2，观察图 5.9中东南丘陵的土壤与

北方地区土壤的不同，认识红壤的特征。 

[介绍] 红壤不同于北方地区的黄土地和黑土，它是在高温多雨的

环境下发育形成的一种颜色较红的土壤，呈酸性，缺乏肥力，不利于

农作物生长。耕作时，要适当增施有机肥。 

[提问] 南方地区的气候有什么特点？属于什么气候类型？相对于



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气候有什么优越性？ 

[学生回答] 气候一月 0℃以上，降水在 800 毫米之上，气候类型

主要是热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好，具有良好的农

业生产条件。 

（3）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湿热。 

[学生活动] 结合书本 P.8图，说一说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对生产、

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4）影响：耕地类型——以水田为主； 

作物熟制——一年两熟到三熟； 

水稻、茶叶、甘蔗、淡水鱼等主要产区。 

[展示图片] 南方地区面积、人口 GDP 占全国的比例图，并提问这

图反映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2.经济大潮涌动的红土地 

（1）人口众多，经济活跃、发达。 

[学生活动] 找出南方主要的城市和我国 5 个经济特区的名称及所

在的省份，并总结它们的分布特点，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对发展经济

有什么有利之处？（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促进南方地区的发展。） 

（2）水陆交通便利，对外联系最广泛 。 

[教师] 为了促进南方地区更进一步地发展，带动内陆更多地区经

济的发展，在我国南方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那就是——泛珠江

三角洲区域合作。 

（3）泛珠三角区域合作（“9+2”）。  

[学生活动] 阅读“知识之窗”，了解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范围，

了解不同省区各自的优势，并且完成书本 P.10活动 3。 

[总结] 略 

板书设计 

一、自然条件优越的红土地 

1.位置、范围 

2.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红土地 



（主要地形区：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四川盆

地） 

3.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湿热 

4.影响：耕地类型——以水田为主 

作物熟制——一年两熟到三熟 

水稻、茶叶、甘蔗、淡水鱼等主要产区 

二、经济大潮涌动的红土地 

1.人口众多，经济活跃、发达 

2.水陆交通便利，对外联系最广泛 

第三节 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 

教学目标 

1.知道与技能 

让学生了解“秦岭—淮河”一线的位置及其地理特征；了解“秦

岭—淮河”一线南北两侧自然环境、地理景观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 

2.过程与方法 

通过阅读法、讨论法，掌握“秦岭—淮河”一线南北两侧自然环

境、地理景观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山河壮丽，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 

教学重点为、难点 

了解“秦岭—淮河”一线南北两侧自然环境、地理景观和居民生

活习惯的差异。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新课引入] 

同学们，听过《晏子使楚》的故事吗？故事讲到晏子出使楚国时，

讲过这么一句话“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就是说橘子生长

在淮南是橘树，生长在淮北则是枳树，它们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它

们的果实的味道却不同。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通过《晏子使楚》

的故事引入，并用其中“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一句



话设问引发学生思考。） 

[讲授新课] 

1.秦岭与淮河的位置 

[探究活动] 引导学生读图，找出以下问题的答案。 

（1）说出秦岭山脉的走向和淮河的流向有什么特点？ 

（2）找出“秦岭—淮河”一线通过的主要省级行政单位。 

（3）下列省级行政单位位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是（ ） 

①湖北 ②河北 ③江西 ④山东 ⑤浙江 ⑥山西 

2.“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意义 

[学生活动] 1.在地图中找出 0℃等温线与“秦岭—淮河”一线的关

系，理解秦岭、淮河南北两侧的气温差异；2.找出 800 毫米等降水量

线与“秦岭—淮河”一线的关系，理解秦岭、淮河南北两侧的降水差

异；3.通过这两气候要素的差异理解秦岭、淮河南北两侧的自然环境、

地理景观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引导学生思考，同时利用景观图

辅助学生理解。） 

[学生活动 2] 填写下面表格 

秦岭—淮河以北秦岭—淮河以南 

温度带 

干湿区 

水资源丰富程度 

河流是否结冰 

耕地类型 

耕作制度 

植被类型 

主要粮食作物 

主要经济作物 

主食 

其他 

[学生活动 3] 以“到底北方好还是南方好”作为辩题，进行辩论。

在教室两边分别挂上反映北方和南方地理风情的图片（各 3~5 张），



请代表北方、南方的学生分坐两边，同组学生（每组里均有辩手、策

划者和南、北方人）的座位相邻。辩论前几分钟由南、北方各出一名

学生播放代表当地风情或歌曲录音，以营造一个虚拟的良好情境，然

后让学生自由辩论，不受约束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板书设计 

一、秦岭与淮河的位置 

1.走向 

2.经过的省区 

二、“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意义 

第四节 西北地区——广袤的土地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使学生发解西北地区的范围，主要地区、主要地形区、主要矿产

区和工业城市的位置，主要铁路线的分布；使学生掌握西北地区以干

旱为主的自然特征及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通过读图、用图、画图的能力概括出西北地区自然特征——干旱，

并分析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特征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讲述本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域辽阔、草场众多，看到本区农

牧业发展前景很好，从而对学生进行热爱边疆的教育，激发学生开发

边疆、建设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教学重点、难点 

分析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特征及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提问] 在中国分区地理的学习中，我们已学过了哪几个分区？谁

能概括各分区的区域特征？（从位置、自然条件、经济特点等角度引

导。） 

[展示图片] 西北地区景观图。 



提问] 你知道这是我国哪个地区的景象吗？和我们学过的几个分

区一样吗？ 

为什么有这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来学习西北地区。 

[展示地图] 西北地区图。 

[提问] 谁能指图说出本区的范围和作为地理界线的事物，及所包

括的省区和相邻的国家，然后概括出本区的位置特点？（从纬度、海

陆和相对位置不同角度引导。） 

[归纳] 西北地区位于我国北部和西北边疆，属于内陆地区，跟海

较远，越往西跟海越远。 

[教师提问] 本区深居内陆，距离海洋远，这对本区的降水有何影

响？ 

[学生回答] 降水少，跟海洋越远降水越少，即越往西降水越少。 

[读图指导] 指导学生用地图册“中国年降水量”图进一步说明本

区降水量的分布：在内蒙古东部为 400 毫米，往西逐渐减少到 200 毫

米以至 50 毫米以下。所以，干旱成为本区的主要自然环境特征。 

[提问] 除海陆位置外，还有什么能影响到水汽深入西北内陆呢？

（地形）本区有哪些主要地形区？ 

[读图] 请同学们在图中找出：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

盆地、天山、吐鲁番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说明本地主要以什么地

形为主？ 

[讲述] 本区主要地形区有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等。内蒙古高原地势平坦开阔，西部风蚀作用显著，戈壁滩上形成奇

形怪状的风蚀城堡、风蚀蘑菇等；塔里森盆地中部有我国面积最大的

沙漠——塔克拉码干沙漠，沙漠地区随处可见绵延起伏的新月形沙丘。

由此可见，西北地区地形主要是以高原、山地为主。 

[提问] 请同学们在地形图上找找新疆境内的主要山脉、盆地，说

说新疆地形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板图] 新疆“三山夹两盆”示意图（教师在黑板上画，并指导学

生在书本上画）。 

[指图讲解] 新疆的地形就像“疆”的右半部分——“?”，从北向



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形成“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结构特点，

天山横亘在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之间。 

[出示投影片] 西北地区的草原和荒漠分布图。 

[提问] 本区地表植被，由东向西有什么变化？为什么？ 

[回答] 由东向西，地表植被大体为草原、荒漠草原、荒漠。 

[指图讲述] 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夏季降水稍多，水草丰

美，马牛羊成群。贺兰山以西的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走廊、新疆两

大盆地，由于降水越来越少，草原上的牧草越来越矮小稀疏，逐渐成

为荒漠。 

[读图] 在“西北地区的位置和地形图”上找出塔里木河。观察本

区河湖有什么特点？为什么？ 

[讲述] 本区河流稀少，且多为内流河，其中最长的是塔里木河。

湖泊也多为内流湖。与南方地区的“水乡泽国”形成鲜明对照。原因

是：深居内陆，降水少，蒸发强烈，所以河流稀少，水量也小。河流

沿途多沙漠、戈壁，水分大量蒸发、渗漏，因而水量越来越少，下游

多消失在沙漠中或流入内流湖，不能流入海洋。 

[提问] 有人说，在西北地区水贵于金子，你同意吗？为什么？ 

[讲述] 因为本区气候干旱，水是多么稀少，所以水对于人类生产

和生活来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农业来说，水源就成为制约

农业发展的首要因素。 

[提问] 请问西北地区主要适宜发展什么农业呢？（畜牧业） 

[板书] 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提问] 假如你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位农场主，要建个畜牧业基地，

你觉得建在哪里比较合适呢？能在图上画出来吗？ 

还有什么地方可建畜牧业基地呢？ 

[展示投影] 由山麓到山顶植被有什么变化？如何利用这里的草场

资源呢？山上是冬季牧场还是夏季牧场？为什么？ 

这就是新疆天山山地牧场，因水热条件引起牧场分布具有垂直分

布的特点。 



提问] 除了发展畜牧业，在西北地区还可适当发展什么农业？

（种植业） 

水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之一，在西北，大气降水的可性不

大，那么水从何而来呢？请你帮助找水，并设想一下种植农业区可能

分布在哪儿？为什么？ 

[学生] 略 

[讲述] 对，大家的眼光不错，在河套平原、宁夏平原，可以引黄

河水灌溉，这里因为有了水，而发展成为物产富饶的绿地，因而被誉

为“塞外江南”。 

[提问] 还有哪儿可发展农业？怎样解决水的问题？ 

[讲述] 夏季，因为夏季时气温高，冰雪融化。 

[提问] 那么，怎样利用地下水呢？ 

[展示投影] 介绍坎儿井原理。 

[讲述] 坎儿井真是保护灌溉、节约用水、防止蒸发的一处好方式。 

[小结] 在西北地区发展农业，必须要有水灌溉，那么这种农业，

我们叫做“灌溉农业”。 

[承转] 西北地区流行一句话：麻雀、孔雀东南飞，这话什么意思

呢？ 

[讲述] 要想发展西北就必须有世界眼光，而世界发展的出路无非

是工业化问题，怎样才能迈上工业化的道路呢？让我们找找西北地区

发展的优势。 

[展示]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主要城市、交通分布图，请完成课本

P.17活动 1. 

[提问] 西北地区要发展经济，靠的是什么？工业分布有什么特点？

西北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 

[学生回答] 略 

[小结]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近几十年来，利用本区资源和特

有的地理环境特点，大力发展相关工业，交通运输条件也得到了较大

的改善。 

[展示图片] 有关西北土地沙漠化、草原退化、动物遭杀的图片。 



承转] 但是，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沙漠广布，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所以，在资源开发中必须要注意什么问题？ 

[学生] 生态环境的保护。 

[小知识] 了解历史古城——楼兰古城消失的原因，并且完成书本

JP.17活动 2。 

[板书] 生态环境脆弱。 

板书设计 

第四节 西北地区——广袤的土地 

一、干旱的土地 

1.位置、范围——位于我国北部和西北边疆，深居内陆 

2.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三山夹两盆”） 

3.地表景观（由东向西）：草原—荒漠草原—荒漠 

4.河流稀少，多内流河 

二、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1.主要畜牧业基地：内蒙古牧区、新疆山地牧区 

2.种植业少，为灌溉农业（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新疆沙漠绿洲） 

三、矿产资源丰富：（新疆）石油、天然气；（甘肃金昌）镍矿；

（内蒙古）煤 

四、生态环境脆弱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三江中学 杨壮仁） 

第六章 认识不同的区域 

第一节 环境独特的地理区域——东北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通过地图和资料的阅读与分析，让学生认识东北的位置、范围、

地形、气候环境等，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掌握东北冷湿

气候的原因、东北的资源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通过书本活动，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分析，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能力，不仅让学生学到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而且让学生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结合学习中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问题，资源枯竭→产业转型问

题，环境污染→经济发展等问题，渗透正确的资源观、环境观、可持

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同时使学生认识到他们将来会越来越

多地面临和解决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激发他们努力学习、探究，为

承担历史和社会的责任做好准备。 

教学重点 

东北地区的气候特点，东北农业发展基本概况，东北地区丰富的

矿产及工业情况。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有关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 1 课时】 

[导入新课] 

[提问]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同学们，知道哪里的“二

人转”最出名？ 

[学生] 东北。 

[教师] 对了，近几年，因为赵本山的出名，小沈阳的火爆，几乎

地球人都知道了“二人转”。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北，了解东北。 

[讲授新课] 

[教师] 人人都说，去东北就一定要看“二人转”。同学们，那你

知道东北在哪里呢？ 

[学生] 在我国的东北部。 

[展示中国地图] 指导学生在地图上指出“东北”的位置和大致范

围。 

[师生小结] 东北位于我国东部，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通常被人们称为“东北三省”。 

[展示东北雪原、树挂、雾淞等景观图片] 让学生观看东北严冬的



 

[教师] 从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东北地区冬季寒冷而漫

长，千里冰峰，万里雪飘。结合课本 P.24 案例，说说为什么东北气候

寒冷？ 

[学生回答]：略。 

[教师] 对了，因为东北地区位于我国最北部，纬度最高，所以气

候寒冷。气候寒冷，进一步会导致东北形成怎样的地一环境呢？请大

家结合课本 P.25图文资料谈一谈。 

[学生] 略 

[师生总结] 因为东北平平原所在地区纬度高、气温低，蒸发量较

少，所以形成冷而湿的自然环境。 

[提问] 这种冷湿的地理环境对东北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什么影

响呢？下列说法合理吗？ 

[学生活动] 讨论课本 P.25活动第 2、3 题。 

[师生小结] 冷湿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东北人们的生产，而且影响

到人们的生活。所以，人们要根据当地的环境，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发展经济，发展本地有特色的经济收入。 

[过渡] 同学们，会唱《松花江上》这首歌吗？伴随着这首歌，下

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东北的农业发展吧。（采用歌曲《松花江上》，

感性了解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 

指导学生读图 6.5“东北地区土地资源分布图”，再一次在“中国

地形图”上指出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 

[提问] 为什么说我国东北的林海是一座森林宝库？（由学生根据

资料自由发挥，畅所欲言。） 

[小结] 东北的林区是我国最大的森林资源宝库，这里的森林面积

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森林可以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避免

水土流失，改善气候环境。因此，保护森林资源也就是保护环境。我

国是森林比较少的国家，国家已经明确规定禁止砍伐森林，原来林场

的伐木工人的工作全部由伐木改为植树造林。（培养学生注意保护森

林资源的意识。）东北林区不仅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林中还有许多珍



贵的动物和药用植物资源。 

介绍东北的“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人，让学生了解这个

常识。 

[承转] 东北地区不仅有莽莽群山、林海雪原，还有千里沃野，这

就是东北平原。东北平原土地辽阔，土质肥沃，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

高，是生产粮食的好地方，成为我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所生产的农

产品产量大，不令满足当地需要，而且能大量运往祖国各地。 

[提问] 那么东北平原主要有哪些农产品呢？ 

[学生] 玉米、春小麦、水稻、大豆、甜菜等。 

[教师] 东北的农产品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50 年来，一批批

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来到东北开荒种地，将昔日的“北大荒”变成“北

大仓”。但长期的开垦使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产能力下降，生态环

境恶化。照此下去，“北大仓”是否又会变成“北大荒”呢？ 

[活动] 教师带领学生认识“三江平原的变迁”，以引导学生对湿

地开发和保护问题的思考，树立保护物种多样性、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的观念。 

【第 2 课时】 

[导入新课] 

同学们复习上节课所学的东北大地的知识并熟悉东北地区的地图。 

[提问] 同学们说一说东北主要有什么山脉？东北地区气候有什么

特点？东北有哪些丰富的土地资源？ 

今天我们学习东北的第二课时。 

[教师] 同学们，知道吗？在东北地区除了有许多森林资源之外，

地下还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讲授新课】 

[提问] 看一看这里都有些什么？你可以依据所看的地图告诉大家

这些宝贝在什么地方吗？指导学生读图 6.14“东北主要矿产资源与工

业城市分页图”，找出本地主要的矿产以及它们所分页的地方。 

[学生活动] 阅读书本 P.31，结合收集资料，完成书本活动第 1~3

题。 



[学生回答] 煤炭、铁矿、石油等。煤炭，主要分布在辽宁省的抚

顺、本溪、黑龙江的鸡西、鹤岗；铁矿，主要分布在辽宁省的鞍山、

本溪；石油，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大庆油田、吉林松原油田、辽宁辽河

油田。 

[提问] 那么，在这里进行哪些工业生产最方便、最好呢？同学们

对照地图看一看自己的推断对不对？ 

[学生] 钢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 

[师生小结] 东北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点建设的第一个重工业基

地，它利用本地丰富的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逐步形成了钢铁、

机械、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工业结构，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传

统工业基地，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提问] 请同学们在图中找出本地主要的工业中心和主要的生产部

门。 

[转承] 任何工业的生产活动都要依据实地的资源情况进行，这叫

因地制宜，只有这样才能有良好结果。由于部分自然资源在开采过程

中走向枯竭、产业结构老化等原因，东北近年来经济地位在全国相对

下降，国有企业开工不足，就业、再就业压力增大，东北的工业迫切

需要改革。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任务。 

[活动] 多媒体展示课本 P.33图 6.19“德国鲁尔工业区”、P.34图

6.21“辽中南工业区”，让学生结合书本 P.33 案例，仔细观察、查找、

分析、归纳并回答下列问题。教师巡回指导。 

1.德国鲁尔工业区和辽中南工业区发展传统工业的条件有哪些方

面相似？哪些方面不同？ 

2.说说东北的传统工业改造及发展可从中借鉴哪些有益的经验？ 

3.请你为振兴东北出谋划策。 

提问，学生小组代表上前指图回答，其他学生补充，教师适当点

拨。 

为振兴东北，我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2003 年，党的十

六大提出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战略任

务。东北各省针对各自的优势和问题，正在进行体制的改革、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与尝

试。 

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还需要着眼于加快科技创新和进步，发

挥高科技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带动作用，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

代。所以，中国的未来发展还需要我们今天的努力。让我们学习更多

的知识，为我们国家的将来做一点贡献吧！ 

板书设计 

一、冷湿的自然环境 

1. 范围：大兴安岭以东，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地形：东北平原、大兴安岭、长白山、小兴安岭 

2. 冷湿：原因——纬度高，冬季寒冷漫长→泠→湿 

产生现象：冻土、沼泽、雾淞 

二、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耕地广→地广人稀，人均耕地多——利用问题：水土流失严重←

退耕还湿 

1.土地资源 林地多→森林资源——我国最大天然林区（针叶林）  

草地 

2.矿产资源——煤、铁、锰、石油→重工业基地 

天然气 

地位：全国第一个重工业基地 

3.重工业基地 问题：资源枯竭，产业结构老化 

发展：振兴东北 

（四川省巴中第六章 认识不同的区域 

第二节 首都北京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通过地图和资料，让学生学会分析北京的位置、地形、气候等基

本概况。通过课本材料总结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

际交往城市职能，了解北京主要的名胜古迹，感受北京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的文化底蕴，使学生初步领会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 



2.过程与方法 

充分利用手中材料，学习查找资料并读图、分析、归纳、总结的

技能技巧。帮助学生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思考，高屋建瓴认识城市的

发展和特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首都北京”的学习过程中，感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面

对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胸中涌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 

教学重点 

北京的城市职能、历史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 

教学难点 

北京市地理位置的评价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师生互动、导入新课] 

师：（边画边说）同学们好，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请认真

观察，判断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是什么呢？ 

生：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会徽。 

师：主办地是哪？ 

生：北京。 

师：咱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北京或了解北京，你能描述一下对北

京的印象吗？ 

生：回答，略。 

师：真棒，描述得如此生动，让我心动。北京带给我的印象也是

古典的、浪漫的，又富有新鲜的时代气息，我一直很想去北京，我想

你们一定也很想去北京，请把你想去北京的理由写在黑板上。 

生：书写，略。 

师：看起来，大家真的很想去北京，有人想去清华北大，有人想

去中关村、中央电视台，有人想去考查古都风情……北京有你的梦、我

的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 

[组织活动、学习新课] 



师：（边绘北京轮廓图边说）结合地理图册，请打开课本第 37 页，

让我们学会从地图上寻找北京、认识北京。咱们比一比哪个小组学习

最认真、最主动。 

[出示问题] 请查图分析北京的地理位置（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和

相对位置）、自然环境、地形、气候和河流）和交通状况，看你能说

出北京长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其地理位置有什么优越性呢？ 

[小组活动、探究、组织答案] 

师生互动，以任一组为中心，提问交流，其他组适当补充，反馈、

检查学习情况、督促、矫正学习结果。提问问题依次如下：北京的纬

度位置怎样，属于什么温度带，是内陆还是沿海，有哪些主要河流、

流向……北京的交通状况怎样，请上来指图说明。 

生：依次回答，略。 

师：还有没有其他小组同学补充？ 

生：补充回答，略。 

师：北京的确交通便利，不仅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还是全国

重要的航空港，另有多条公路、高速公路、京航运河在这里穿行。你

能不能把课本第 41 页的主要铁路找出来呢？找一同学看图讲解，其他

同学予以更正、补充。 

师：大家真聪明，完全正确。现在你能明白北京长期作为中国的

首都，其地理位置有什么优越性呢？ 

[找多组代表回答、补充，并及时予以激励性点评] 

师：（指图总结）综合各组的发言，不难看出：北京纬度位置优

越，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干湿适中。海陆位置优越，虽居内陆，

但距海较近，交通发达。战略位置优越，战争年代，四面环山，易守

难功；和平年代，东南平坦，适宜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经济区位优

越，西有黄土高原，北有内蒙古牧区，南有黄淮海平原，能源、原材

料、食物等供应丰盈。难怪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定都

北京。 

师：作为首都，她又为祖国的腾飞发挥着哪些主要城市职能，辐

射全国，起着什么中心带动作用呢？请结合课本第 36 页、第 44 页内



容，举例说明。 

[出示问题] 你知道北京主要的城市职能是什么？分别体现在哪些

方面？ 

师生互动，学生分别阅读课文，思考、讨论、分析、归纳并回答

问题，教师巡回指导、点拨。 

提问，学生小组代表回答，其他学生补充。 

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归纳北京的主要城市职能是： 

1. 全国政治中心。 

2. 全国文化中心。 

3. 国际交往中心。 

八年级地理逐步完善的交通运输网导学案 

M 

4.1逐步完善的交通运输网(2) 

一、自学内容：“转换灵活的交通运输枢纽”和“选择合适的交

通运输方式” 

二、自学目标： 

1、记住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枢纽应该具备的特点。 

2、记住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 

3、学会选择合理的运输方式。 

三、自学重点： 

1、不同运输方式的优越性 

2、选择合理的运输方式 

四、自学过程： 

知识点一：“转换灵活的交通运输枢纽”和“选择合适的交通运

输方式” 

1、在若干条交通运输线交叉的地方，形成了重要的交通运输

_______________，为旅客、货物办理_______________等业务。 

交通运输枢纽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_______________交通运输枢纽，

有的是 

_______________交通运输枢纽。 



2、根据 4.6和 4.4图完成活动第 1、2 题（标注在课本上）。 

3、我国六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是 、 、 、 、 

知识点二：选择合适的交通运输方式 

4、选择货运或客运方式需考虑那些因素？ 

5、读 4.10 图，对比现代各种运输方式，填出下表。 

运输方式特点 

运速运量运费 

航空运输 

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水路运输 

6、在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中，运价最高的是______________，最便

宜的是______________，其相应的运输工具中，速度最快的是

______________， 运 量 最 大 的 是 ______________， 运 量 最 小 的 是

______________。 

7、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除了考虑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外，

还要考虑人的出行______________、货物本身的______________，以及运

输______________ 

等。 

8、运用所学内容完成 97 页活动 1 题 

9、运用所学内容完成 97 页活动 2 题 

五、建构知网： 

转换灵活的 分类： 枢纽和 枢纽 

交通运输枢纽 主要枢纽：北京、郑州、徐州、株洲、兰州、成都 

长距，量大，笨重： 路 

选择合适的 短距， ，鲜货： 公路 

交通运输方式 长距，量巨大，笨重: 

长距，量小，贵重: 

六、学效测试： 

4.1逐步完善的交通运输网(2) 学效测试 



1、从南京到西安去旅游，应选择的最合适的交通工具是（ ） 

A、汽车 B、火车 C、轮船 D、飞机 

2、在各种运输方式中，运量小，运费高，受天气影响大的是（ ） 

A、铁路运输 B、航空运输 

C、公路运输 D、内河运输 

3、从澳大利亚运输 50 万吨铁矿石到中国上海，应选用（ ） 

A、航空运输 B、海洋运输 

C、管道运输 D、铁路运输 

4、上海的小明利用暑假到大连旅游，他选择最经济合理的交通运

输方式是（ ） 

A、铁路 B、公路 C、海路 D、航空 

5、京广线、京九线、京沪线、都与长江黄金水道相交，这便于

（ ） 

A、铁路运输 B、公路运输 

C、水陆联运 D、陆空运输 

6、长江上、中、下游的最大河港依次为（ ） 

A、成都、武汉、南京 B、重庆、九江、上海 

C、上海、重庆、武汉 D、重庆、武汉、南京 

7、公路运输的特点是（ ）。 

A 灵活机动 B 适宜担负长途运输任务 

C 运费最便宜 D 运速最慢 

8、现有不同货物从起点运到终点，选择最佳运输方式，请在表中

相应的空格内打“√” 

黄土高原 

单 位六家子完全中学学科地理教师 探 

究 

新 

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景观？ 

指导学生分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 

水土流失对黄土高原地区有哪些危害？对黄河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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