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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第一节 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一、教材分析

高中地理选修 5人教版第一章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第一节 自然灾害及其影响，主要

介绍了自然灾害的定义、分类、成因以及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本节课旨在使

学生了解自然灾害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自然灾害防范意识，培养学生应对自然灾

害的能力。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通过案例分析、图表解读等形式，

帮助学生掌握自然灾害的相关知识。



二、核心素养目标分析

本节课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1）地理实践力：通过分析自然灾害案例，培养学生实

地调查、观察和分析自然灾害的能力；2）综合思维：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分析自然灾害

的成因及影响，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3）人地协调观：培养学生关注自然灾害对

人类活动的影响，树立人地协调发展的观念；4）区域认知：使学生能够从区域角度认

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提高对区域差异的认识。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① 自然灾害的分类和成因，包括地震、洪水、台风等常见自然灾害的特点及其形成条

件。

② 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对农业生产、交通、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2. 教学难点

① 自然灾害的形成机制，特别是地质和气象学原理，这些内容较为复杂，需要通过具

体案例分析来帮助学生理解。

② 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这需要学生能够将理

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四、教学资源

1. 硬件资源：多媒体教室、投影仪、计算机、音响设备

2. 软件资源：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PPT演示文稿

3. 课程平台：学校在线学习平台

4. 信息化资源：自然灾害相关的视频资料、新闻报道、学术文章

5. 教学手段：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课堂提问、实地考察报告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新课

-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学习高中地理选修 5人教版第一章 自然灾害与人类

活动第一节 自然灾害及其影响。请大家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关于自然灾害的一

些知识，比如，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是自然灾害吗？

2. 确立学习目标

- 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是了解自然灾害的分类、成因以及它们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希

望大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能够增强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提高防范意识。

3. 自主学习

- 请大家打开课本，阅读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注意理解自然灾害的

定义、分类和成因。阅读完毕后，我将邀请几位同学来分享他们的理解。

4. 课堂讲解

- （1）自然灾害的定义与分类

-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自然灾害的定义和分类。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因素引起的，

对人类生活和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灾害。常见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台风、干

旱等。接下来，我会通过 PPT展示这些灾害的图片和案例，请大家注意观察并思考它

们的成因。

- （2）自然灾害的成因

-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自然灾害的成因。地震通常由地壳运动引起，洪水则

与暴雨、融雪等因素有关，台风则是由于热带气旋形成的。我会通过视频资料来展示

这些灾害的形成过程，请大家认真观看。

5. 案例分析

-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分析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 ① 地震案例：以汶川地震为例，请大家谈谈地震对当地居民生活、建筑、交通等方

面的影响。

- ② 洪水案例：以长江洪水为例，讨论洪水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 ③ 台风案例：以台风“山竹”为例，分析台风对沿海地区居民生活、旅游业等方面

的影响。

6. 学生讨论

- 请大家分成小组，就以上案例展开讨论。每个小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 ① 自然灾害的成因与特点

- ② 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 ③ 针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 讨论结束后，每个小组选派一名代表进行汇报。

7. 总结与反馈

- 通过大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我

们该如何预防和应对这些灾害呢？

- ① 提高防范意识：了解自然灾害的成因和特点，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 ②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 ③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洪、抗旱、防震等基础设施建设。

- ④ 强化科普宣传：普及自然灾害知识，提高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

8. 课堂小结

-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自然灾害及其影响。希望大家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

中，提高自身的防灾减灾能力。

9. 课后作业

- 请大家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撰写一篇关于自然灾害的短文，内容包括自然灾害的

分类、成因、影响以及预防和应对措施。下节课我们将进行课堂分享。

10. 课堂结束

- 好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希望大家在课后能够认真完成

作业。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的相关内容。下课！



六、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1）书籍资源：《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自然灾害防范手册》等，这些书籍可

以为学生提供更深入的自然灾害知识，包括灾害的预测、防范和应对策略。

- （2）视频资源：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 Channel（探

索频道）等制作的自然灾害相关纪录片，如《地球的力量》、《超级风暴》等，这些

视频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自然灾害的威力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 （3）在线资源：中国气象局、国家地震局等官方网站，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如《自

然灾害学报》，这些资源可以提供最新的自然灾害研究和实时信息。

- （4）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防灾减灾演练，如地震逃生演习、洪水应急疏散演练

等，通过实践提高学生的防灾减灾能力。

2. 拓展建议

- （1）阅读拓展：鼓励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书籍，了解自然灾害的历史、成因、影响

以及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通过阅读，学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自然灾害的多面性。

- （2）观看纪录片：建议学生观看自然灾害相关的纪录片，通过视觉冲击和深入讲解

，加深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 （3）在线学习：指导学生访问官方网站和学术期刊，了解最新的自然灾害研究成果

和预警信息，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和科学素养。

- （4）参与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或社区组织的防灾减灾演练，通过实际操作

，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技能，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 （5）跨学科学习：引导学生将地理知识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相结合，从不同

角度探讨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影响，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 （6）社会调查：鼓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地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影响范围

和防灾减灾措施，通过实地调查，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 （7）主题讨论：组织学生进行主题讨论，如“自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自然灾

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通过讨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 （8）创作作品：鼓励学生创作与自然灾害相关的绘画、写作、视频作品，通过艺术

的形式表达对自然灾害的理解和感悟，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

七、板书设计

1. 自然灾害的定义与分类

① 自然灾害的定义：自然因素引起的，对人类生活和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灾害

② 自然灾害的分类：地震、洪水、台风、干旱等

2. 自然灾害的成因

① 地震成因：地壳运动

② 洪水成因：暴雨、融雪等

③ 台风成因：热带气旋

3. 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①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房屋损坏、交通中断、水电供应中断等

②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作物减产、土地盐碱化等



③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森林破坏、土地荒漠化等

4.



 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

① 提高防范意识：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② 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制定应急预案

③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防洪、抗旱、防震设施

④ 强化科普宣传：普及自然灾害知识

八、教学评价

1. 课堂评价

- （1）提问：在课堂上，我会通过提问的方式来检查学生对自然灾害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例如，我会询问学生关于自然灾害分类的问题，或者让他们描述某种灾害的

成因。通过学生的回答，我可以判断他们是否能够准确掌握课程内容。

- （2）观察：我会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和反应，比如在案例分析环节，我会

注意学生是否能够积极参与讨论，是否能够提出有见地的观点。这有助于我了解学生

的思维活跃度和合作学习能力。

- （3）测试：在课程结束时，我会进行一些小测验，以测试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这些测试可以是选择题、简答题或案例分析题，旨在检验学生是否能够将理

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 （4）问题解决：在课堂上，如果发现学生对于某些知识点存在误解或困难，我会及

时进行解答和澄清，确保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并掌握关键概念。

2. 作业评价

- （1）批改：我会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不仅仅关注答案的正确性，还会注意学生的

解题过程和思维逻辑。对于作业中的错误，我会进行标记并给出相应的提示，帮助学

生找到错误的原因。

- （2）点评：在作业批改后，我会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业进行课堂点评，既可以

是优秀的作业，也可以是存在普遍问题的作业。通过点评，我能够向学生展示正确的

解题方法，并指出常见错误。

- （3）反馈：我会及时向学生反馈作业评价的结果，鼓励那些表现出色的学生，同时

也激励那些需要改进的学生。我会建议学生根据反馈调整学习方法，以取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

- （4）持续鼓励：在评价过程中，我会注重鼓励和激励学生，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学习

和进步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并鼓励他们不断尝试和

坚持。

第一章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第二节 主要自然灾害的形成

与分布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高中地理选修 5人教版第一章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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