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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

在课件上展示 50元人民币背后图案，提问：你们知道右上角的

文字分别是哪些民族的文字吗？（请了两位学生回答，分别说出了蒙

古文和藏文，但都没有说完整，甚至还有说错的）

总结：人民币背后的文字分别是汉语拼音、蒙古文、维吾尔文和

藏文（漏说了壮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字，更

有不同的宗教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世界的语

言和宗教》（黑板板书课题）。

二、世界的语言：

1 分钟阅读 P78 的阅读《世界语言知多少》，阅读过程中思考回

答问题：世界上大约有多少种语言？使用人数前三位的是哪些语言？

使用最多的是哪种语言？（教师给出阅读指令和相关问题后，立刻就

有学生报出了问题的答案）

总结：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汉语（在黑板上板书）。追问：那为什

么会是这样的呢？（学生快速回答出了答案：中国人口最多）

课件上给出两则材料：大致是关于孔子学院的发展数量的。（材

料由男女生分别朗读，进一步加深对汉语影响力的理解）

提问：刚刚提到了这么多语言，那你知道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哪

些吗？快速从课本中找出答案。（请了一位靠窗的男生回答问题，并

且追问他是从书本哪里找到的，提醒学生们在书上圈画）

总结：汉语、英语、俄语、法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教师

给出了六种关于“我爱地理”语言的音频，请学生跟读跟学）

课件展示 P78图 4.9（做了处理，代表不同语言的色块是分别出

现的），联系书本最后一页《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图，分析 6大语言

在世界的分布。（请了一位学生上台给同学指图做示范，来讲解英语

的使用分布，并且全部指正确了。随后，教师又拿西班牙语的分布给

学生们做了示范）

分 4个小组，每个小组探究其他四种语言中的 1种，合作讨论语

言的分布特点。（限时 1分钟，结束后分小组派代表上讲台指图汇报，

教师做总结归纳，并提示学生在课本上用笔写一写，把课本上的表格

填起来）

比较：联合国 6种工作语言中，哪种语言分布最广？（学生立刻

给出答案，是英语）追问：你能给出原因吗？可以从历史原因、和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发面考虑。（学生思考片刻后也给出了正确解释：

英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其殖民活动和国际贸易快速

由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接触的人民

币入手，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自

然流畅地导入课堂教学，体现了

“学习生活中的地理”的课标要

求。

虽然是导入，但用语要严谨，人

民币背后的五种语言要说全。

课堂一开始设置阅读量不大的材

料阅读，有利于学生及时投入课

堂，效果也较好。

有现象有原因，逻辑思维清晰。

教师的追问结合中国国情，学生

能准确回答出，说明追问有效。

建议课件上的两则材料简单过一

下，不需要由两位学生分别朗读，

毕竟不是主干知识。

要求在书上圈画，体现了回归课

本的意识。

联合国工作语言的播放与跟读充

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用时合

理，师生配合互动较好。

由于课本上已给出英语和西语的

分布范围，教师能够分析这两种

语言的分布在图上是如何得到

的，给接下来小组的讨论做了很

好的示范。

有小组活动，体现了合作探究的

精神。教师在规定用时内给每一

组的学生相应的指导。

通过小组活动分析比较得到分布

最广的语言是英语，有过程有结

论，体现了地理学科信息提取和

对比分析的重要思想。



发展，语言传播使用最广泛）

比较：对比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和使用范围最广的两种语言，并

在书本上圈画。

三、世界三大宗教：

给出 3张宗教的图片。提问：你能说出这些宗教的名称吗？（全

体学生立刻说出了相应的宗教名称）追问：你知道宗教是从何而来的

吗？为什么要创造宗教？（学生沉思片刻后也立刻说出了解释：古代

人在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就说成是神的意志，

并创造了宗教）追问：那世界上是信教的人多还是不信教的人多？有

几大教？哪个最多？（学生回答开始支支吾吾，并有了分歧，最终在

教师的引导下在书本上找到了答案：不信教的人稍多，目前有 3大教，

基督教最多）

教师展示了 3大宗教的建筑图像，并简单说明了不同宗教建筑的

不同特色。随后拿出了两串佛珠、两本圣经等实物给学生展示。

出示三大宗教的分布图，由学生上讲台指出三大宗教的分布范

围。（学生指的准确无误）

提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信仰宗教的人呢？（学生提到了应

该辩证看待，但举得反面例子[邪教]不符合设问要求，属于概念不清）

总结：给出宪法中关于宗教的规定，人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财富，但不得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

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

结合南京乡土地理知识，给出了鸡鸣寺、莫愁路 390号和净觉寺

的照片，说说它们分别体现了哪种宗教。（某些学生快速答出了佛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答案，但也有部分学生在识别莫愁路 390号宗教

处犯了难）

提问：你知道佛教是哪个国家的佛教吗？（学生回答出了泰国）

给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相关国旗给学生识别，并说明某

些国旗中也融入了宗教的元素。

判断：真真假假（给出相应实例，判断）

名著中的语言文字和宗教：教师出示出《西游记》等名著，由学

生判读。（学生能准确快速地判读）

四、总结回顾：

通过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结合板书进行回顾，主要是语言

和宗教的类别与分布）

要求在书上圈画，体现了回归课

本的意识。

宗教图片的选择很典型，学生能

立刻判断出来，教师能有效地导

入课堂教学。

明确宗教的由来，其实就是让学

生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宗教。

这个追问很有难度，不如给出信

教和不信教人数比例的饼状图，

饼状图中可显示信仰宗教的名称

和比例，让学生在过程中归纳出

来，而不是直接从书上找出结论。

带书过来在课堂上展示，学生是

看不清楚具体内容的，这个环节

建议取消。

从地图上找出宗教的分布，体现

了地理思维，回归地理学科课堂。

给出思辨题讨论，有现实意义。

在学生回答时也有评价，能及时

纠正学生在“宗教”与“邪教”

上的概念不清的问题。

结合南京的乡土地理进行教学，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但建

议“基督教”的例子可以选择学

生周边高楼门上的那个基督教

堂，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这边出现了科学性错误，佛教不

仅仅是泰国的国教，柬埔寨、越

南、老挝、缅甸等国家都是以佛

教为国教的，不要说“哪个”。

从考试（判断题）、文学（名著与

地理）等多角度认识宗教，使课

堂生动丰满。

课堂最后有梳理总结，回顾了本

节课的重点知识，教学环节完整。

亮点及评析（不少于 300字）

1、紧扣课标

课本本节内容篇幅较少，孔老师补充了大量的课外知识呈现给学生。但知识的呈现有一条清晰的主

线，就是紧扣课标要求。本节的课标有两条：一是运用地图说出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的主要分布地区；二是说出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主要分布地区。这节课讲“语言和宗教”，很容易上成



语言学或哲学的课，但孔老师在丰富学生语言和宗教感性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地理学科空间观念的特

点，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学生的识图和指图上，地理味儿很浓，全面深入地达到了课标的要求。

2、追问有效

之前也听过孔老师几节课，直观地感受到孔老师上课语言表达的功底非常深厚。如本节课中，设置

了让学生分组读语言分布图的活动，如果没有详细的指令，学生很难归纳出各种语言的分布大洲及方位，

而孔老师一开始就说明从什么大洲什么方位的角度分析地图，使学生有目的地寻找答案。另外，本节课

的追问非常简短有力，“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逻辑线索非常清晰，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效率。

3、结合生活

本节课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结合了大量的生活案例。如人民币上语言的导入、南京三大宗教的地标建

筑的识别，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也使课堂的气氛更加活跃。同时也紧扣了新课程改革中关

于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基本理念，有效地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

提升学生的生活素养。

优化点及优化建议（不少于 300字）

1、板书可能过于简略

一节课后，板书过少，可能对学生回顾知识起不到良好的作用。孔老师的板书设计是大标题加上两

个小标题，可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内容可能过于简略。比如在“一、主要语言：类别、分布”中，

可以简明地写出六大工作语言：汉英西俄阿法，在“二、主要宗教：类别、分布”中可以以大括号的形

式写出三大宗教及其分布地区。

2、材料可能过于繁多

本节课课本篇幅减少，学生认知也较为轻松，可适当地补充一些课外知识丰富学生的认知。孔老师

的设计也很精心，材料既有实物呈现、也有 PPT的文字和图片呈现，但是可能材料过于繁多，特别是讲

宗教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材料的观看，可能造成读图时间有些仓促。亮点太多，反而对重难点知识的

把握造成了影响。

当然瑕不掩瑜，孔老师的依然非常精彩！作为一名新人，孔老师的课对我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教学很

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