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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疆域与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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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授课班级、授课课时

授课题目

（包括教材

及章节名称

）

第一章 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疆域与行政区划

教学内容分

析

1.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初中地理八年级上册仁爱科普版（2024）第

一章疆域与人口第一节疆域与行政区划，重点介绍我国的疆域范围、行

政区划划分及其特点。

2.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本节课内容与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习

的地理知识有紧密联系，如我国的基本疆域、主要省份等。在此基础上

，本节课将深入讲解我国行政区划的划分原则、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及

其功能，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国家结构和地方治理。

核

心

素

养

目

标

分

析

本节课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培养学生空间观念、地理信息处理能力和家国情

怀。通过学习我国疆域与行政区划，学生将能够建立起对国家空间分布的基本认

识，提升空间思维能力；在处理行政区划信息的过程中，锻炼数据分析和综合归

纳能力；同时，通过对国家疆域的了解，增强对国家版图的认知和热爱，培养家

国情怀。



学习者分析

1.学生已经掌握了小学阶段关于中国地理的基本知识，如国土地理位置

、主要省份名称和位置，以及一些基本的地理特征。他们对于地图的识

别和简单的地理信息解读也有一定的基础。

2.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各异：一部分学生对地理学科有浓

厚的兴趣，愿意探索和了解更多的地理知识；另一部分学生可能对地理

学科的兴趣不大，需要通过有趣的教学活动来激发其学习热情。学生在

学习地理时，有的擅长记忆和背诵，有的则更善于通过实践和探索来理

解知识。此外，学生可能偏好通过视觉图表、互动讨论或实地考察等多

种方式学习。

3.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包括：对行政区划的复杂性和层级关系的

理解，以及对不同地区特点的深入认识。此外，由于地理信息涉及大量

数据和地图解读，部分学生可能在数据处理和空间分析上遇到困难，需

要通过具体的案例和练习来提高这些能力。

教学方法与

策略

本节课将采用讲授与互动讨论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和项目导向

学习来深化学生对我国疆域与行政区划的理解。具体教学活动包括：分

组讨论不同省份的地理特征和行政区划，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地方政府的

决策过程，以及设计一个虚拟的行政区划规划项目。教学媒体使用上，

将利用多媒体展示中国地图和行政区划图，以及相关统计数据表格，以

促进学生参与和互动，增强直观理解。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新的内容，第一章疆域与人口的第

一节——疆域与行政区划。请大家先回想一下，我们在小学时学过哪些

关于我国地理的知识？（学生回答）

2. 很好，大家记得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我国的疆

域范围和行政区划。请大家打开课本，翻到第一章第一节。

二、探究疆域范围

1. 首先，我们来探究一下我国的疆域范围。请大家看课本上的图 1-1，
这是我们中国的疆域图。谁能告诉我，中国的最北端、最南端、最东端

和最西端分别在哪里？（学生回答）

2. 很好，这位同学回答得很准确。现在，请大家分组讨论，每组列举出

我国疆域内的一些重要地理特征，比如山脉、河流、湖泊等。（学生分

组讨论）

3. 各组汇报讨论成果，教师总结并板书。

三、学习行政区划

1.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我国的行政区划。请大家看课本上的图 1-2，这

是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图。谁能告诉我，我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哪几个层

级？（学生回答）

2. 对，分为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现在，请大家翻开

课本第 4 页，阅读关于省级行政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做个小测验，

请大家说出五个你所知道的省级行政区。（学生回答）

3.



 很好，大家回答得很积极。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

政区的划分。请大家阅读课本第 5 页，了解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的

划分原则和特点。

四、案例分析

1.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案例分析。请大家看课本上的案例 1-1，这是关

于北京市的行政区划案例。请大家阅读案例，然后回答以下问题：

a. 北京市为什么划分为这么多区县？

b. 这些区县的划分有什么特点？

2. 学生回答，教师点评并总结。

五、互动讨论

1. 现在，请大家分成小组，每组选择一个省级行政区，讨论以下问题：

a. 该省级行政区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征和行政区划划分。

b. 该省级行政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特点。

2. 各组汇报讨论成果，教师点评并总结。

六、项目导向学习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项目导向学习。请大家设计一个虚拟的行政区

划规划，要求如下：

a. 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如一个城市或乡村。

b. 根据该区域的地理特征、人口分布和经济状况，设计合适的行政区划

划分。

2. 学生进行项目设计，教师提供指导。

七、总结与拓展

1. 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对我国的疆域范围和行政区划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现在，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课堂上的收获。

2.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拓展作业：查阅资料，了解我国行政区划的历史

演变，下节课我们一起来分享。

八、课堂小结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我国的疆域范围和行政区划，大家对这

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2.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继续深入学习和思考，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为我们的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下课，同学们再见！

学生学习效

果

学生学习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掌握方面：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我国疆域的四至点，即最北端、最

南端、最东端和最西端的位置。通过对课本图 1-1 的学习，学生能够识

别并描述我国疆域内的主要山脉、河流、湖泊等地理特征。此外，学生

对我国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有了清晰的认识，能够准确区分省级行政区

、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

2.



 分析理解方面：通过案例 1-1 的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北京市行政区划划

分的原因和特点，从而提高对行政区划划分原则的理解能力。在互动讨

论环节，学生能够结合所学的地理知识和实际情况，分析特定省级行政

区的地理特征、经济、文化和政治特点。

3. 实践操作方面：在项目导向学习环节，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的知识，设

计出合理的虚拟行政区划规划。这一过程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

创新思维。

4. 思维能力方面：学生在课堂讨论和课后拓展作业中，能够将所学知识

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提高自己的空间思维能力和地理信息处理能力。

5. 情感态度方面：通过对我国疆域和行政区划的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

家版图的认知和热爱，培养了家国情怀。同时，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兴趣

也得到了提升。

6. 综合素质方面：学生在完成项目设计和课堂讨论的过程中，锻炼了团

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些综合素质的提高，

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板

书

设

计

①疆域范围

- 我国疆域四至点：最北端、最南端、最东端、最西端

- 主要地理特征：山脉、河流、湖泊

②行政区划

- 行政区划层级：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

- 行政区划划分原则与特点

③案例分析与项目设计

- 北京市行政区划案例：划分原因、特点

- 虚拟行政区划规划：设计原则、实施步骤

教学评价与反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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