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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名称：初中地理七年级上册（2024）晋教版——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

2.教学年级和班级：初中七年级一班

3.授课时间：2024 年 9 月 20 日

4.教学时数：1 课时（45 分钟）

核心素养目标

1. 空间观念：学生能够借助模型、图像等，认识和描述太阳系的结构，理解宜居带的

概念。

2. 科学思维：学生能够通过分析、比较等方法，探究太阳系中不同行星的宜居性，培

养逻辑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3. 科学素养：学生将了解人类对太空探索的历程，认识太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提高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4. 创新意识：学生能够在探究过程中，提出问题、假设，并尝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激发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5. 团队合作：学生在小组讨论、探究过程中，培养沟通协作能力，学会分享和交流。

学情分析

初中七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基础知识，对于太空相关的内容充满好奇。

学生在空间观念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对于太阳系的结构以及宜居带的概念可能较为

陌生。在科学思维方面，学生通过之前的的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分析、比较能力，

但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探究中还需加强。

在学习行为习惯上，大部分学生积极发言，乐于参与课堂讨论，但少数学生较为内向

，可能需要教师的引导和鼓励。在团队合作方面，学生普遍具备基本的协作能力，但

在分享和交流方面还有待提高。

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体系去理解和探究

新知识，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通

过小组合作、讨论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协作能力。

教学方法与策略

1. 选择适合教学目标和学习者特点的教学方法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太阳系的结构和宜居带的概念，本节课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讲授、讨论、案例研究、项目导向学习等。通过这些方法，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

探究太阳系中的宜居带，提高他们的空间观念和科学思维。

2. 设计具体的教学活动

（1）角色扮演：学生分组扮演太阳系中的行星，通过模拟行星的运动和特征，增强对

宜居带概念的理解。

（2）实验：学生动手制作简易的太阳系模型，观察行星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运动，进一

步认识太阳系的结构。

（3）游戏：设计一款太阳系探索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了解人类太空探索的历程，提

高科学素养。

（4）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太阳系中不同行星的宜居性，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



能力。

3.



 确定教学媒体和资源的使用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本节课将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 PPT、视频、在线工具

等。具体如下：

（1）PPT：制作精美的太阳系 PPT，展示太阳系的结构和宜居带的图片，帮助学生直

观地了解相关概念。

（2）视频：播放关于太阳系和太空探索的视频，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人类对太空的探

索历程。

（3）在线工具：利用在线工具，让学生实时查看太阳系模型的动态信息，提高学生的

实践操作能力。

（4）课外阅读材料：为学生提供关于太阳系和宜居带的课外阅读材料，拓展学生的知

识视野。

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或班级微信群，发布预习资料（如 PPT、视频、文档等

），明确预习目标和要求。

- 设计预习问题：围绕“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课题，设计一系列具有启发性和探究性的

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 监控预习进度：利用平台功能或学生反馈，监控学生的预习进度，确保预习效果。

学生活动：

-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按照预习要求，自主阅读预习资料，理解太阳系的结构和宜居带

的概念。

- 思考预习问题：针对预习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记录自己的理解和疑问。

- 提交预习成果：将预习成果（如笔记、思维导图、问题等）提交至平台或老师处。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 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在线平台、微信群等，实现预习资源的共享和监控。

作用与目的：

- 帮助学生提前了解本节课的主题，为课堂学习做好准备。

-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 导入新课：通过播放人类太空探索的视频，引出“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课题，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太阳系的结构和宜居带的概念，结合实例帮助学生理解。

- 组织课堂活动：设计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实验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相关知

识。

- 解答疑问：针对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疑问，进行及时解答和指导。

学生活动：

- 听讲并思考：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 参与课堂活动：积极参与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实验等活动，体验知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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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与讨论：针对不懂的问题或新的想法，勇敢提问并参与讨论。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讲授法：通过详细讲解，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

- 实践活动法：设计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相关技能。

- 合作学习法：通过小组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作用与目的：

-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太阳系的结构和宜居带的概念，掌握相关技能。

- 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通过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3.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 布置作业：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布置适量的课后作业，巩固学习效果。

- 提供拓展资源：提供与太空探索相关的拓展资源（如书籍、网站、视频等），供学生

进一步学习。

- 反馈作业情况：及时批改作业，给予学生反馈和指导。

学生活动：

- 完成作业：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巩固学习效果。

- 拓展学习：利用老师提供的拓展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

- 反思总结：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改进建议。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

- 反思总结法：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

作用与目的：

- 巩固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太阳系结构和宜居带的知识点。

- 通过拓展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方式。

- 通过反思总结，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促进自我提升。

知识点梳理

1. 太阳系的结构

- 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周围有八大行星及其卫星、小行星、彗星等组成。

- 太阳系的行星按照距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

星、天王星、海王星。

- 行星分为类地行星、气体巨行星和冰冻巨行星。类地行星包括水星、金星、地球和火

星；气体巨行星包括木星和土星；冰冻巨行星包括天王星和海王星。

2. 宜居带的概念

- 宜居带是指行星轨道上的一定区域，在此区域内，行星的温度条件适宜，可能存在液

态水，从而有可能支持生命的存在。

- 宜居带的确定因素包括恒星的温度、行星的距离、行星的大气成分等。

- 科学家通过对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研究，发现了许多位于宜居带内的行星，其中一些

被认为是潜在的生命存在地。

3. 人类太空探索的历程

-



 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始于 20 世纪初期，俄国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了

火箭推进的原理，为人类的太空探索奠定了基础。

-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标志着人类太空探

索的开始。

- 1961 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完成了首次载人太空飞行。

- 1969 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成功登上月球，实现了人类历

史上的重大突破。

- 2003 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为中国成为太空探索国

家的标志。

4. 太空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 太空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如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材料科学等。

- 太空探索促进了国际合作，如国际空间站的合作项目。

- 太空科技的应用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卫星通信、全球定位系统、天气预报

等。

5. 太阳系中的其他天体

- 太阳系中除了行星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天体，如小行星、彗星、流星体等。

- 小行星是太阳系中的一种小型行星，它们的大小介于行星和卫星之间。

- 彗星是由冰、尘埃和岩石组成的小天体，当它们接近太阳时，冰蒸发形成彗星的尾巴

。

- 流星体是太空中飞行的岩石或金属小颗粒，当它们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由于摩擦燃烧

产生光芒，即为我们所看到的流星。

课堂

- 提问：通过提问，了解学生对太阳系结构、宜居带概念、人类太空探索历程等知识点

的理解程度，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解决。

- 观察：观察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实验等，了解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 测试：在课堂结束前进行简短的测试，以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并

进行针对性的辅导。

2. 作业评价

- 批改：对学生的课后作业进行认真批改，检查学生对太阳系结构、宜居带概念、人类

太空探索历程等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 点评：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详细点评，指出优点和不足，提供改进建议，帮助学生提高

作业质量。

- 反馈：及时向学生反馈作业情况，鼓励学生继续努力，提高学习效果。

3. 评价方法

- 量化评价：通过测试、作业完成情况等量化指标，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 质性评价：通过观察、提问、交流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学生的学习态度

、合作意识、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价。

4. 评价目的

-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促进学生的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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