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地理上册教案(精选 13 篇) 

   

八年级地理上册教案 篇一 

     教材分析  

    《黄河的治理》选自初中地理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二课时，初中地理教材编排

的重要原则是以环境—资源—人类活动为主线，正确阐明人地关系。本节正是侧重讲述了黄

河对人类的功与过，突出了黄河水患的自然、人为原因及人类如何治理黄河，从而使学生明

确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类必须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  

    学情分析  

    地理课程标准指出“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初中生学

习地理的兴趣表现出稳定性差和可塑性大的特点，易接受以感性材料为主的富于情感色彩的

地理内容，因此，在教材中适当增加风土人情、奇闻趣事、名胜古迹等内容。注意培养和维

持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乡土地理知识”（身边的地理）。

如在学习完本节内容后，我要求学生调查汉江的河流现状并提出合理建议。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黄河的自然特征；了解黄河的三个奉献；理解“地上河”的成因；知

道如何根治黄河。  

    （2）、技能目标（能力的培养）  

    通过学生读图、填图，使学生运用地图的能力得到提高；通过分析下游“地上河”的成因，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黄河治理的今昔对比，培养学生爱国情感；通过黄河多泥沙的人为原因，加深学生

的环境忧患意识，树立正确的人地观念；通过黄河利与弊共存的事实，增强学生的辩证观，

学会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１）、黄河自然特征是了解黄河的基础；  

    （２）、黄河下游地上河成因是理解黄河水患的关键，也是根治黄河措施提出的依据；  

    （３）、根治黄河的措施是最终体现学习地理为人类服务的落脚点。都是本节的重点。  

   

八年级上册地理教案 篇二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引入新课：  

    NBA是美国乃至世界水平最高的篮球职业联赛，它的队员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从外表看

他们有哪些差异？为什么？  

    生：人种不同。  

    师：对。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世界的人种和人口。  

    【板书】 第三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一节 人种与人口  

    第一课时  

    一、 三大人种  

    师：同学们，我们在电视节目上可以看到体质特征各异的人，主要有白种人、黄种人和

黑种人。我们从哪些方面来区别他们呢？  



    生：观察图 A、B、C、D。（让个别学生来描述）  

    师：不错，他们的区别在于肤色、头发、脸型等三大方面，其中主要是肤色。  

    生：阅读课文，区别三种人种的体貌特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交替）  

    【板书小结】 白种人体貌特征：肤色、眼色、发色都很浅；头发天生就是波状；鼻梁

高，嘴唇薄，体毛较多。黄色人种体貌特征：皮肤呈淡、黄色面庞扁平、体毛中等。黑种人

体貌特征：肤色黝、黑头发卷曲体毛很少。  

    师：那么，我们属于哪一种人种呢？  

    生：黄色人种。  

    承转：不同人种之间有交往吗？（引导学生阅读“文化交流的见证”）  

    生：有。  

    师：其他人种又分布在什么地方？  

    生：阅读课文 P50 第 1、2、3、4 段，看世界主要人种分布图 E，让学生指图说出不同

人种的分布。  

    【板书小结】白种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 西亚、澳大利亚东部及南部、美洲。黄

种人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南、北美洲的北部。黑种人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

大利亚西北部。  

    师：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世界的气候类型，不同地区气候不同。那么，人种的特征是怎

样形成的呢？二战其间，希特勒屠杀尢太人；美国的种族歧视。他们有没有优劣之分？（指

导学生阅读“人种特征的形成”资料）  

    生：人种的差异，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由于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在

三大人种交界的地带和人口迁移频繁的地区，还生活着混血儿，他们之间没有种族优劣之分，

只有体貌的差异。  

    承转：人的生产与生活都受到气候的影响，不同的地区气候条件各异，那么，人在地球

上的分布是否平衡？  

    【板书】二、人口的分布  

    师：指导学生读图F世界人口分布图，了解哪些地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千米200人以上？

哪些地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千米 1 人以下？  

    生：亚洲的东部沿海、东南部和南部、欧洲西部、北美东部人口密集（200 人平方千米

/以上）。在干旱、过度潮湿、严寒地区，以及地势高峻的山地、高原地区人口稀少（1 人/

平方千米）。  

    师：是什么因素影响人口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生：读课文 P51 页。是由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因素影响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人

口密集，社会经济条件好的人口密集。  

    师：指导学生读图 G人口分布随纬度变化示意图，完成：  

    1、人口在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的分布有何不同，为什么？  

    2、人口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分布有何不同，为什么？  

    生：读图思考回答，  

    1、在高纬度的地区人口稀疏，低纬度地区人口稠密。因为纬度越高得到的热量越少，

自然条件越恶劣，人类生存困难。  

    2、北半球的人口多，南半球的人口少。因为陆地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世界各国也主要

分布在北半球，所以北半球的人口比南半球的人口要多。  

    课堂总结：本节课我们学习了三大人种和人口的分布，了解人种的区别是依据体貌特征

来分的，没有优劣之分。以及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人种的形成与分布也不同，在自然条件优

越和社会经济好的地区人口比较稠密。  



    布置作业：  

    课后收集资料，了解各人种的其他特征现状，看看周边有没有其他种族的人。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1.能运用资料说出世界人口增长的特点  

    2.学会绘制人口增长曲线图  

    3.能运用地图说出世界人口分布的特点  

    4.学会计算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  

    5.学会分析人口增长率对人类的影响  

    教学重点、难点：  

    1.世界人口的增长特点  

    2.世界人口的分布特点  

    教学方法：  

    结合图表、地图分析问题，通过计算掌握问题  

    教学准备：  

    《世界人口分布》《世界人口增长曲线》《世界各大洲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图片和资料  

    教学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前面咱们学过了世界的地形和气候，这一节我们开始学习世界的居民，你知道世界上现

在有多少人吗？世界人口的增长是怎样的？世界人口的分布有什么特点？这一节我们来学

习这方面的知识。  

    出示幻灯片 1：标题  

    出示幻灯片 2：学习目标  

    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一个问题──世界人口的增长  

    学习新课：  

    一、世界人口的&#39;增长（板书）  

    出示幻灯片 3：《世界人口增长曲线》，让学生回答：  

    （1）一 qi50—1800 年世界人口增长如何？（说明：曲线越平缓，说明人口增长越慢；

曲线越陡，说明人口增长越快。由图可知，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  

    （2）1800—1950年世界人口增长如何？（逐渐加快）  

    （3）1950 年以后世界人口的增长是怎样的？（快速增长）  

    出示幻灯片 4：总结世界人口的增长特点：  

    18 世纪以前，人口增长十分缓慢；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人口增长逐渐加快；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人口快速增长。  

    你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吗？世界 60 亿人口日是哪一天？  

    （60 亿，1999 年 10 月 12 日）  

    出示幻灯片 5：“资料：地球上的第 60 亿位居民”  

    活动（一）P65 页第 1题，让学生读 P65 页《世界人口增长示意》并填左表，通过填表，

你发现了什么？它说明了什么问题？  

    出示幻灯片 6：《世界人口每增加 10 亿所用的时间及说明问题》并讲解  

    （世界人口每增加 10 亿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它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逐渐加快的。

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口基数越大，增长也就越快。）  



    出示幻灯片 7：人口增长的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如何计算？  

    （让学生阅读 P64 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示意》）  

    （人口增长的速度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出生人

口－死亡人口）÷（人口总数×100%）  

    出示幻灯片 8：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 0，表示人口增加；死亡人口

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小于 0，表示人口减少。  

    出示幻灯片 9：举例计算人口增长率  

    活动（二）P65 页第 2题，让学生回答并提问：哪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最高？哪个国家

的人口增长率最低？  

    出示幻灯片 10：图《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速度》  

    提问：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地区？最慢的是哪一个地区？  

    出示幻灯片 11：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高好还是低好？为什么？  

    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率的高低，必须同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如果增长率过高，可

能会带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贫困人口增加；如果增长率过低，

可能会造成劳动力不足、国防兵源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出示幻灯片 12：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1830 年以来，由于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婴儿死亡

率降低，人的寿命延长，世界人口增加的速度就愈来愈快。活动（三）让学生完成 P66 页图

4－4《非洲人口增长柱状折线图》并巡视，指定两名学生到黑板上画，一名画折线图，一名

画曲线图。  

    二、世界人口的分布（板书）  

    世界上的人口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稠密，有的地方稀疏。一个地方人口疏密的程

度我们用什么来表示？（人口密度）  

    出示幻灯一三：什么是人口密度？它是如何计算的？  

    （人口密度一般是指平均每平方千米内居住的人口数，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

分布状况。）（人口密度=人口总数÷地区面积单位：人）  

    出示幻灯片 14：计算临盘地区的人口密度  

    活动（四）让学生填 P67 页第 1题：世界人口的分布是怎样的？  

    让学生读 P66 页图 4－5《世界人口的分布》并回答：  

    1.世界人口稠密的地区有哪些？（每平方千米大于 200 人）  

    2.世界人口稀少的地区有哪些？（每平方千米小于 1 人）  

    出示幻灯片壹五：指图讲解世界人口的分布  

    出示幻灯片 16：总结世界人口的分布：  

    人口稠密地区：亚洲的东部和南部、欧洲以及北美洲东部；  

    人口稀疏地区：沙漠地区、雨林地区、高纬度地区和高原、高山地区。  

    至于人口稠密和稀疏的原因我们下一节再讲。  

    小结：这一节我们主要学习了世界人口的增长特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世界

各个地区人口增长率情况、人口曲线图的绘制、人口密度的计算方法和世界人口的分布等知

识，希望对同学的日常生活有用。  

    出示幻灯片一 qi、18：  

    巩固性测试题  

    1.人口增长的速度是由 和 决定的。  

    2.到 1999 年 10 月 12 日，世界人口总数已达 亿。  

    3.一个地区的人口疏密的程度可以用 来表示。  



    4.从世界人口分布图上看，亚洲的 和 部 洲和 洲的东部是人口稠密的地区。  

    5.某城市总人口为 100 万，1999 年出生并成活婴儿 25000 人，死亡壹五 000 人，该市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  

    6.我国陆地总面积为 960 万平方千米，20__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人口为 12.95亿，

那么，我国的人口密度为 （人/平方千米）。  

    第二节 语言和宗教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查找“世界主要语言分布”图，说出六大语种的名称及分布地区。  

    2、查找“世界宗教分布”图，说出三大宗教的名称及分布地区。  

    过程与方法  

    1、图文对照，完成板书表格的填写。  

    2、搜集世界三大宗教特色建筑图片资料及不同宗教信仰文字资料，展示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讨论：怎样让汉语分布到全世界。  

    2、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二、教学重点、难点：世界主要语言和三大宗教的分布。  

    三、教学关键：通过读图，分组完成。  

    四、教学方法：读书法、读图指导法等。  

    五、学法：读图查找法、填表比较法、练习法等。  

    六、教师准备：世界主要语言分布图、世界三大宗教分布图。  

    七、教学步骤：（1课时）  

    教学流程设计  

    教师指导： 学生活动：  

    1、课前交流用英语宣布上课并提问。生讨论、交流并回答。  

    2、画表格，指导生读图。 图文对照、查找答案、填表格（写语言分布）  

    3、组织活动。 讨论：怎样让汉语分布到全世界？  

    4、师插入北京之行实例。 生配合听并回答师提问。  

    5、组织学生读图。 自画表格完成三大宗教学习内容。  

    6、达标练习。知识运用能力提高。  

    7、总结并板书课题。生总结所学内容（语言和宗教）。  

    九、达标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 情感交流，精彩过渡  

    师以闲聊的方式与学生就单元测试情况进行交流，肯定学生成绩，鼓励学生干劲，展现

学习风彩，恰到好处时用英语宣布上课。  

    2 师宣布：（Class begin。 Gd rning class）  

    1、生听，并群情激昂的表示一展自己的风彩。  

    2、Gd rning teacher.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3、同学们，我们刚才的课前交流和相互问候共用了哪几种语言？你学到或听到的还有



哪种语言？你会说吗？全世界主要使用语言有哪几种？它们分布在什么地区？今天，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世界的主要语言”（师板书世界主要语言）  

    3、指名做答：我们用了两种语言分别是汉语和英语。  

    4、还有俄语、蒙语……  

    5、生试说蒙语  

    6、生带着问题读书读图，进入学习状态。  

    十、世界主要语言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指导学生读图 B“世界主要语言分布”。  

    提问：世界主要语言有哪几种？  

    2、师画表，师生共同完成汉语、英语的分布，其它四种语言的分布区，生分组完成。  

    世界主要语言  

    语种  

    主要分布地区  

    汉语  

    英语  

    俄语  

    法语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3、能力培养  

    （1） 美国以南的美洲为何称拉丁美洲？  

    （2） 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是什么语言？为什么？  

    （3） 讨论：怎样让汉语分布到全世界？  

    4、师小结，鼓励学生的观点。  

    5、师讲述亲身经历的事件。  

    19__年，我和五名同志被奈曼旗教研室派到首都北京学习。一天晚上，我们一同到天安

门广场游玩。那时有很多老外，随行中有一人提出和老外照像做为留念。但苦于不会外语，

无法沟通。我初中学过英语，便自告奋勇地与老外打招呼。  

   

新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地理教案 篇三 

     教学目标  

    1、能说明三江源地区高海拔的地势，高寒的气候，广布的雪山冰川，星罗棋布的湖泊、

沼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能据此说明三江源地区是多条大河源头的原因。  

    2、分析三江源地区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理解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了

解三江源地区保护江河源地与生态环境的成功经验。  

    过程与方法  

    1、培养学生的读图、析图的能力，获取图文信息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学会运用地图和资料归纳、总结知识的能力；  

    3、通过课堂活动、练习等，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锻炼学生学习区域的 方̀法，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以及拓宽视野，增强学习地理的兴趣

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通过对区域生态环保的学习，提高学生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认识，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增强环保意识。  

    教学重难点  

    1、分析三江源地区是大河源头的原因；  

    2、理解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教学工具  

    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直接引入：同学们知道长江、黄河是 i 我国两条重要的大河，但你们知道他们发源于同

一个地区吗？这个地方除了孕育了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之外，还孕育了国际河流澜沧江。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和认识这片伟大、神圣的土地——三江源地区。（展示三江源相关

图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板书：  

    第二节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讲授新课]  

    展示三组图片：① 高海拔，高寒气候影响下的地貌景观——雪山连绵、冰川高悬、冰

塔耸立；② 高原湿地景观——湖泊星罗，沼泽密布、小溪潺潺；③ 生物多样性及独特的高

原生态系统——细草如毯、羽族炫翎、蹄类竞骄。  

    通过图片的展示，培养学生审美情操的同时，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引导学生初步感知

“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教师：介绍“三江源”名称的由来。“三江”为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即源头，发源地；

“三江源”就是长江源区、黄河源区、澜沧江源区的总称。  

    板书：  

    一、江河的源地：  

    1、包括：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区。  

    展示：青藏高原和青海省区域图，请学生描述三江源地区的地理位置  

    学生：利用地图找出三江源大概位置，教师指导并板书。  

    板书：  

    2、地理位置：青海省南部。  

    阅读：结合图 9、一 qi、9、18 阅读教材 92 页文字，引导学生了解“三江”水量数字，感

受并理解三江源地区海拔之高、水系之多，被称为“中华水塔”，是我国巨大的蓄水池和河流

的输水管。（板书）  

    转折：既然被称为“水塔”，就要有水源；（展示中国年降水分布图）请同学们阅读我国

年降水分布图，从干湿状况来看，我国说与半干旱地区，降水量比较少，那么三江源水塔的

水是从哪里来的？（板书）  

    3、水源。  

    学生：发表见解，教师指导：上节课我们学习了青藏地区的高寒环境下的地貌景观——

雪山连绵、冰川高悬、冰塔耸立；高原湿地景观：湖泊星罗、沼泽密布、小溪潺潺。结合教

材的资料，我们知道水源除了少量的降水还有雪山和冰川的融水。  

    讨论：冰川、高山积雪和湖泊、沼泽是怎样发挥作用，使“三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大海

的。  

    学生：阅读、小组讨论并发言。最后教师总结：温暖季节，“固体水库”的冰雪消融，形

成涓涓细流，最后汇集成江河的源流；湖泊和沼泽是河流天然的调蓄器，雨季和冰雪融水丰

盈时，湖泊起着消减洪峰的作用；冬、春季节时候。冰雪封冻，河流水量减少，湖泊讲存储



的水补给河流，保持河流流量的相对稳定，因此湖泊和河流是天然的调蓄器。（板书）  

    二、三江源地区的保护  

    1、意义：  

    ① 对三江源地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② 对下游地区的意义。  

    讲述：但是，目前的三江源地区正经历着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展示几组图片：

淘金挖矿、树木砍伐、源区污染、冰川消融、虫鼠破坏、过渡放牧。从上面的图片中我们了

解到，三江源区受到不同程度的环境破坏。主要包括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问题。

（板书）  

    2、三江源地区的环境问题：  

    ① 自然原因：冰川消融、湿地缩小、虫鼠猖獗、野生动物锐减等。  

    ② 人为原因：过度放牧、乱采滥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  

    讲述：三江源地区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它本身，也会给长江、黄河等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带

来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完成 96 页活动题：三江源如果遭到严重破坏，会对我国长江、黄

河中下游带来哪些影响？  

    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巡堂指导；学生整理讨论结果，并反馈小组讨论成果，教师指导

并评价以及总结。  

    转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你有什么好方法去保护三江源地区啊？  

    学生：积极发表个人见解，教师知道并归纳板书。  

    3、措施与对策：设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退耕还草（林）全面禁猎禁采砂金休牧育草。  

    天然林和天然牧场保护工程等。  

    课堂小结：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三江源地区，那么你有收获吗？  

    学生分享个人收获，教师适当指导。  

   

八年级上册地理教案 篇四 

     一、水旱灾害  

    1、原因和危害  

    2、措施  

    二、寒潮  

    1、寒潮及其运行路径  

    2、寒潮的危害及其防治  

    三、台风  

    1、台风的形成及其运动路径  

    2、台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探究活动  

    活动目的：加强学生对前后知识紧密联系，树立学生辩证、全面看待问题的意识。  

    活动方式：  

    在整个学习完成之后，安排学生再次客观的评价季风和台风，并写成小论文。参考题目：

“我眼中的季风”、“台风真的很可怕吗”  

    提示：前一节主要侧重季风给我国带来的好处。而通过这一节的学习，学生进一步了解

了季风给我国带来的不利方面，所以应该能够更全面地评价季风的影响。台风是作为灾害性

天气来介绍的，但它也确实给安徽、湖南、江西等距离海洋较远的地区带来了丰沛的降水。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能说明三江源地区高海拔的地势，高寒的气候，广布的雪山冰川，星罗棋布的湖泊、

沼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能据此说明三江源地区是多条大河源头的原因。  

    2、分析三江源地区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理解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了

解三江源地区保护江河源地与生态环境的成功经验。  

    过程与方法  

    1、培养学生的读图、析图的能力，获取图文信息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学会运用地图和资料归纳、总结知识的能力；  

    3.通过课堂活动、练习等，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锻炼学生学习区域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以及拓宽视野，增强学习地理的兴趣以

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通过对区域生态环保的学习，提高学生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认

识，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增强环保意识。  

    教学重难点  

    1、 分析三江源地区是大河源头的原因 ；  

    2、 理解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教学工具  

    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直接引入：同学们知道长江、黄河是 i 我国两条重要的大河，但你们知道他们发源于同

一个地区吗？这个地方除了孕育了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之外，还孕育了国际河流澜沧江。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和认识这片伟大、神圣的土地--三江源地区。（展示三江源相关图

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板书：  

    第二节 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讲授新课]  

    展示三组图片：① 高海拔，高寒气候影响下的地貌景观--雪山连绵、冰川高悬、冰塔耸

立；② 高原湿地景观--湖泊星罗，沼泽密布、小溪潺潺；③ 生物多样性及独特的高原生态

系统--细草如毯、羽族炫翎、蹄类竞骄。  

    通过图片的展示，培养学生审美情操的同时，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引导学生初步感知

“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教师：介绍“三江源”名称的由来。“三江”为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即源头，发源地；

“三江源”就是长江源区、黄河源区、澜沧江源区的总称。  

    板书：  

    一、江河的源地：  

    1、包括：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区。  

    展示：青藏高原和青海省区域图，请学生描述三江源地区的地理位置  

    学生：利用地图找出三江源大概位置，教师指导并板书。  

    板书：  

    2、地理位置：青海省南部。  

    阅读：结合图 9.一 qi、9.18阅读教材 92 页文字，引导学生了解“三江”水量数字，感受

并理解三江源地区海拔之高、水系之多，被称为“中华水塔”，是我国巨大的蓄水池和河流的

输水管。（板书）  



   “水塔”，就要有水源；（展示中国年降水分布图）请同学们阅读我国

年降水分布图，从干湿状况来看，我国说与半干旱地区，降水量比较少，那么三江源水塔的

水是从哪里来的？（板书）  

    3、水源。  

    学生：发表见解，教师指导：上节课我们学习了青藏地区的高寒环境下的地貌景观--雪

山连绵、冰川高悬、冰塔耸立；高原湿地景观：湖泊星罗、沼泽密布、小溪潺潺。结合教材

的资料，我们知道水源除了少量的降水还有雪山和冰川的融水。  

    讨论：冰川、高山积雪和湖泊、沼泽是怎样发挥作用，使“三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大海

的。  

    学生：阅读、小组讨论并发言。最后教师总结：温暖季节，“固体水库”的冰雪消融，形

成涓涓细流，最后汇集成江河的源流；湖泊和沼泽是河流天然的调蓄器，雨季和冰雪融水丰

盈时，湖泊起着消减洪峰的作用；冬、春季节时候。冰雪封冻，河流水量减少，湖泊讲存储

的水补给河流，保持河流流量的相对稳定，因此湖泊和河流是天然的调蓄器。（板书）  

    二、三江源地区的保护  

    1、意义：  

    ① 对三江源地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② 对下游地区的意义。  

    讲述：但是，目前的三江源地区正经历着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展示几组图片：

淘金挖矿、树木砍伐、源区污染、冰川消融、虫鼠破坏、过渡放牧。从上面的图片中我们了

解到，三江源区受到不同程度的环境破坏。主要包括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问题。

（板书）  

    2、三江源地区的环境问题：  

    ① 自然原因：冰川消融、湿地缩小、虫鼠猖獗、野生动物锐减等。  

    ② 人为原因：过度放牧、乱采滥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  

    讲述：三江源地区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它本身，也会给长江、黄河等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带

来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完成 96 页活动题：三江源如果遭到严重破坏，会对我国长江、黄

河中下游带来哪些影响？  

    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巡堂指导；学生整理讨论结果，并反馈小组讨论成果，教师指导

并评价以及总结。  

    转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你有什么好方法去保护三江源地区啊？  

    学生：积极发表个人见解，教师知道并归纳板书。  

    3、措施与对策：设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退耕还草（林）全面禁猎 禁采砂金 休牧育草。  

    天然林和天然牧场保护工程等。  

    课堂小结：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三江源地区，那么你有收获吗？  

    学生分享个人收获，教师适当指导。  

   

八年级地理上册教案全 篇五 

     气候多样、季风显著  

    1、南北气温的差异  

    ⑴冬季气温分布特点：冬季南北气温差异大，北寒南暖，而越往北气温就越低。原因：

主要受纬度影响，北方比南方获得的太阳热量少，气温低；冬季风加剧了我国北方的严寒，

而南方由于山岭的阻挡，受到的影响较小。  

    一月 0⑴等温线：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分布。  



   ⑴

相差不大。原因：主要受纬度影响，南北获得的太阳热量差不多。  

    ⑴我国冬季最冷的地方：黑龙江的漠河镇；夏季最热的地方：x疆的吐鲁番。  

    ⑴我国温度带的划分：① 依据：A、农业生产的实际；B、将≥10⑴持续期内的日平均气温

累加起来，得到的气温总和，称为活动积温，它是划分温度带的主要指针。② 五个温度带

和一个高原气候区。(P33 中的图 2.壹五)  

    温度带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高原气候区  

    作物熟制一年一熟一年一熟两年三熟到一年两熟一年两熟到三熟一年三熟一个一熟  

    2、东西干湿的差异  

    ⑴年降水量分布的总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⑴我国降水最多地方是台湾省的火烧寮；最少地方是 x疆吐鲁番盆地中的托克逊。  

    ⑴根据降水量与蒸发量的对比关系，可划分为四类干湿地区类型。(P36 中的图 2、一 qi)  
    地区：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  

    干湿状况降水量蒸发量降水量蒸发量降水量蒸发量降水量蒸发量  

    植被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多荒漠  

    3、我国气候特点  

    ⑴季风气候显著：① 季风：季风是指随季节变化而变更风向的风。② 季风的成因：海

陆热力差异是形成我国季风的主要原因。③ 季风气候的特征：冬季吹偏北风，寒冷干燥；

夏季吹偏南风，温暖湿润。④ 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受夏季风影响明显的地区称为季风区；

受夏季风影响不明显的地区称为非季风区。其分界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P39
中的图 2.21)⑤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区别：季风区降水丰富，主要集中于夏季；非季风区夏

季风难以到达，降水稀少，全年都比较干旱。⑥ 我国东部地区主要的降水形式：锋面雨。  

    ⑴气候复杂多样：(P42 中的图 2.26)①东部：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

风气候。② 西北部：温带大陆性气候。③ 西南部(青藏高原地区)：高原山地气候。  

    4、我国气候的影响⑴气候复杂多样，有利于发展多种农业经济，使我国的农作物和各种

动植资源极其丰富。⑴季风区最突出的气候特征是雨热同期，降水量最多的时候，也是气温

的时候，这时也正是农作物生长时期，雨热搭配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⑴容易带来各种灾害性天气。冬季风活动强烈，会爆发寒潮；夏季风活动不稳定，也会

导致水旱灾害的发生。  

    主要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寒潮、台风、旱灾、洪涝等。其中水旱灾害是对我国农业生产

影响、最常见且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气候灾害。  

    河流和湖泊  

    1、众多的河湖  

    ⑴外流河、外流区：最后流入海洋的河流为外流河，所在的区域为外流区。  

    ⑴内流河、内流区：最终没有流入海洋的河流为内流河，所在的区域为内流区。  

    ⑴我国外流区和内流区的比较：  

    流域名称占全国总面积主要大河  

    外流区域 2/3流入太平洋：长江、黄河、珠江、澜沧江(境外称湄公河)。  

    流入印度洋：雅鲁藏布江(境外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怒江(境外称萨尔温江)。  

    流入北冰洋：额尔齐斯河。(我国流入北冰洋的河流)  

    分界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  

    内流区域 1/3流入沙漠深处：塔里木河  

    ⑴外流河与内流河水文特征的比较：① 外流河大多分布在东南部外流区内，受季风气候

影响，河流水量大，河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河流汛期自南向北越来越短，秦岭——淮河



内流河分布在西北内陆，水量较小，季节变化大，河水主

要来源于山地降水和高山冰雪融水。我国的内流河是塔里木河。  

    2、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是世界最长、开凿最早的人工河。全长达 1800 千米，自北向南经过京、津 2

市和冀、鲁、苏、浙 4 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3、长江与黄河(P48 中的图 2.32、P53 中的图 2.36)  

    长江黄河  

    长度 6300 千米 5500 千米  

    发源地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特点呈“V+W”字形，是我国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呈“几”字形，是我国第二长河，

是世界含沙量的河流。  

    注入海洋东海渤海  

    上、中、下游的分界点宜昌、湖口河口、孟津  

    流经省区青、藏、川、云、渝、鄂、湘、赣、皖、苏、沪(11个)青、川、甘、宁、内蒙

古、陕、晋、豫、鲁(9个)  

    流经地形区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巫山、长江中下游平原青藏高原、内蒙古

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  

    主要支流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湟水、汾河、渭河  

    开发①“水能宝库”，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上游，水电站：三峡、葛洲坝。②“黄金水道”，

干流横贯东西，终年不冻，宜宾以下四季通航。③ 中上游利用水能发电。水电站：龙羊峡、

三门峡、小浪底。  

    引黄灌溉：塞外江南——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华北平原重要的引用水源。  

    忧患：① 长江上中游湖泊面积缩小，森林和草地植被遭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  

    ② 宜昌以上的干支流，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水系，北岸的汉江，是中下游平原地区洪

水的三个主要来源。  

    ③ 川江滩多流急，荆江河段河道弯曲，水流缓慢，泥沙淤积。  

    上游：气候趋于干旱，草地退化、荒漠化严重。宁夏、内蒙古境内初春时节易形成凌汛。  

    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成为世界含沙量的河流。  

    下游：河道变宽，水流缓慢，泥沙大量沉积，使河床抬高，成为“地上河”，洪水威胁严

重，水污染加重。山东境内初春时节易形成凌汛。  

    治理措施① 兴建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保持水土；兴建分洪、蓄洪工程。(蓄)  

    ② 整治河道，退耕还林。(导)  

    ③ 加固江防大堤。(防)  

    上游：合理放牧，恢复林草植被，改善生态环境。修建水库、水电站。  

    中游：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还草，打坝淤地，保持水土。  

    下游：加固加高黄河大堤，疏浚河道，治理水污染。  

    4、主要的湖泊  

    我国的湖泊：青海湖(青海)，是咸水湖。  

    我国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江西)、洞庭湖(湖南)、太湖(江苏)、洪泽湖(江苏)、巢湖(安徽)。  

   

八年级上册地理教案 篇六 

     教学目标  

    1、了解四川省的主要河流及四川的城市分布与河流的关系  



   2 分̀布  

    3、了解四川省的交通发展及旅游资源的分布  

    4、注意培养学生读图、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特别应注意培养其分析地理环境中某个

地理要素与其他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能力。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  

    教学模式：  

    研究性学习、课堂教学形式教具地图册  

    教学方法：  

    读图分析法、启发谈话法  

    教学步骤  

    （引入）这里历史悠久，山川秀美，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又有“大熊猫故乡”之

称，这里拥有“童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佛教圣地”峨眉山，“女儿国”泸沽湖等

众多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这就是四川。  

    （板）第五章第一节“天府之国”——四川省  

    一、位置  

    （读图）地图册 3 页  

    （问）与四川省相邻的省区？（青海、西藏、云南、贵州、重庆、陕西、甘肃）  

    （讲）四川省位于我国地势第一和第二级阶梯上，简称“川”或“蜀”，省会成都市。  

    （板）二、地形与河流  

    （读图）95 页图 5—1  

    （问）四川省的地形有什么特点？（周高中低的盆地地形，盆地内北高南低）  

    （读图）地图册 37 页，四川盆地中的哪些主要河流？  

    （练习）95 页活动 2  

    （板）三、“天府之国”——四川盆地  

    （问）四川盆地是四川人口、工农业生产最集中的地区，为什么这里成为人口、工农业

最集中的地区？  

    （小结）四川盆地地势较低，西部有肥沃的成都平原，气候温和，是我国商品粮、棉、

桑蚕、蔗糖的生产基地，农业基础好，人口众多，都江堰水利工程有效地控制了岷江的水患，

灌溉大片田地。  

    （练习）96 页活动  

    （板）四、西部丰富的旅游资源  

    （讲）这里地外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边缘，山高谷深，气候温和多雨，独特的地形和气

候条件，形成了这里奇丽的自然景观，像九寨沟、黄龙寺、青城山、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等。  

    板书设计：  

    第五章第一节“天府之国”——四川省  

    一、位置  

    二、地形与河流  

    三、“天府之国”——四川盆地  

    四、西部丰富的旅游资源  

   

八年级地理上册教案 篇七 

     一、教学目标：  

    1、理解地壳是在运动变化中的，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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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质疑、假设、验证——  

    3、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  

    4、尝试着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和观点。  

    5、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造性思维习惯。  

    6、尝试对学生的观点进行鼓励性评价和量化。  

    7、理解世界是在变化发展中的，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8、提出问题也是一种贡献。  

    9、理解科学研究既需要大胆的质疑、假设和验证，还需要有坚韧的毅力和勇于探究的

精神。  

    10、培养尊重不同意见的胸怀，学习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流。  

    二、教学重点：  

    大陆漂移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海陆变迁的实证。  

    三、教学难点：  

    激活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批判和质疑的思维品质。  

    四、教学方法：  

    质疑、表达法。  

    五、课时安排：  

    1 个课时。  

    六、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由海陆分布导入海陆变迁。  

    教师引导  

    海陆分布在很久以前就是这样的吗？指导阅读，鼓励学生将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  

    学生活动：到讲台前陈述自己的问题。  

    教师评价：对每位学生的发言给予恰当的评价，重点在于发掘问题中的创造性思维。  

    乘转：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的地理学家它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何思考、如何去做的。  

    教师讲解：重点阐述魏格纳的观察、思考、验证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过程，通过魏格

纳探险遇难这一史料，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的培养。  

    学生活动：寻找大陆漂移假说的证据。到台前发表自己的看法。  

    教师评价：对学生的发言过程和内容进行评价，重点鼓励其在方法方面的阐述。  

    教师引导：由大陆漂移假说→板块构造学说。重点讲解由假说到学说这一科学研究的方

法。  

    教师讲述：举例说明板块构造学说对火山地震的解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学生活动：学生宣读自己搜集的资料，或发表自己的问题或观点。  

    课后作业  

   

地理八年级上册教案 篇八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认识东、南、西、北四端点，知道我国的领土面积和濒临的海洋，认识我

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并能运用地图找出我国的邻国和濒临的海洋。  

    过程与方法：运用地图分析法和比较法说明我国的领土大小和邻国。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关心我国的基本地理国情，培养学生的领土意识。  

    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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