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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内容 《自然灾害》 课型 新授课

教学过程记要 简要分析

导入：展示一组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自然灾害的图片，吸引学生注

意力，并自然地导入今天学习的课题《自然灾害》。

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想要了解自然灾害的哪些内容呢？

学生回答：分类、影响、分布、防灾······

辨一辨什么是自然灾害？：枯死的禾苗？（是）撒哈拉沙漠？（不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把田地里很多西瓜砸烂了？（是）一游客违反

规定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引发森林火灾？（不是）

由学生总结自然灾害的定义：自然环境发生异常变化，造成的资源破

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

提问：你知道哪些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灾害吗？

辨析：龙卷风、寒潮、冰雹、干旱、滑坡、虫鼠害、台风、雪灾、泥

石流、沙尘暴······

展示分类：

气象灾害：大气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等造成

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害，被称为气象灾害。

地质灾害：以地质动力活动或地质环境异常变化为主要成因的自然灾

害。

巩固练习：下列图片中属于气象灾害的是？属于地质灾害的是？

活动：把班级分为 6 个小组（洪涝、干旱、台风、寒潮、地震、滑坡

和泥石流），讨论学案上本组灾害的问题，并推选一名同学汇报成果，

其他小组评价。

一、洪涝

分布：洪涝灾害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南部。

原因：（由学生读图分析得出）我国东南部降水较多，且集中于夏季。

二、干旱

分布：干旱灾害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西南等地。

原因：（由学生读图分析得出）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大，生活用

水量大；黄河中下游耕地面积广大，农业用水量巨大。

三、寒潮

分布：寒潮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

导入配以影音资料，既营造

了严肃紧张灾害的气氛，又

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从学生的疑问的入手，充分

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从身边的现象着手分析，运

用归纳法让学生自主得出

结论。

进行简要的灾害分类，引入

重点。

应用小组合作式活动，活跃

了课堂氛围，也让学生自主

动手、动脑，发挥了主观能

动性。

学生上台指图，其他学生在

下面补充回答，教师进行相

应的评价，教学效果良好。



定义：（由学生读图分析得出）所谓寒潮，就是北方的冷空气大规模

地向南侵袭我国，造成大范围急剧降温和偏北大风的天气过程。

后果：农作物冻害、交通压力出行困难、诱发各种疾病等，给生活带

来不便。

四、台风

分布：台风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移动路径：（由学生读图分析得出）台风从低纬度海洋生成并侵入我

国，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后逐渐减弱以至消失。

五、地震

分布：我国西南部及台湾地区。

原因：（由学生读图分析得出）西南部靠近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挤

压处；台湾地区靠近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挤压处。

六、滑坡和泥石流

分布：滑坡、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以西南地区最为严重。

原因：（由学生读图分析得出）地形以山区为主，落差大；季风气候

降水集中且多暴雨。

由滑坡和泥石流的灾害，自然过渡到地震、暴雨等气象灾害可以引发

一些地质灾害，从而引出灾害链的知识。提问：你还能想到哪些“祸

不单行”的灾害链？（学生举例）教师引出我国自然灾害的特点：种

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我国是自然灾害遭受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关注我们的南京：同学们，你们知道南京曾经发生过哪些自然灾害

吗？（学生举例，教师补充）

既然自然灾害这么频繁，我们该如何防灾减灾呢？

一、设立防灾减灾日，加大宣传教育；

二、家中常备应急救援包；

三、了解身边的应急避难设施等

你会避灾吗？

一、滑坡、泥石流：垂直于泥石流方向跑；

二、地震：跑或躲；

三、洪涝：水灾的逃生常识。

想一想：自然环境发生异变除了会产生自然灾害，会不会有对人类活

动有益的一面？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形成是否也会产生影响呢？

不同的小组讨论的问题侧

重点不同，灾害的成因不要

求每个都能理解，侧重现象

的分析。并且学案上补充了

大量的生活化的材料，培养

了学生阅读材料、提取地理

信息的能力。

过渡自然。并且进行了“灾

害链”的分析，充分体现了

自然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的关系，体现了自然环境

的整体性的思想。

引入南京乡土地理的内容，

充分体现了“学习对生活有

用的地理”的课标理念。

展示防灾减灾的一些策略，

让学生能将学习到的理论

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中去。

学会让学生辨证思考和看

待地理问题，以及人与自然

的相互关系。



亮点及评析（不少于 300 字）

1、训练了学生的地图技能

地图既是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又是地理学习的重要工具，因此识图、绘图、用图能力的培

养应是地理素养的关键所在。在学习刘慧珉老师授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刘老师非常注重各类地图

的使用和对学生地图技能的培养。如充分挖掘了已学的板块分布图、降水柱状图、等降水量图等，

并结合了课本上、学案上、PPT 上的各类自然灾害的分布图，由学生归纳分析我国自然灾害的分

布特征，并探究形成这些分布特征的成因，从而有效提高了学生读图析图以及在地图上提取、加

工和运用地理信息的能力。

2、拓展了学生的空间视角

地理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空间的学问，我们生存的地球表面上的一切地理事物、地理效应和

地理过程，都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空间视角就要求我们注重分析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

空间结构，注重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并有效揭示地理事物空间运动和变化的规

律。那么在刘慧珉老师的课堂上，就非常注重对学生空间观的培养。对于每一种气象灾害和地质

灾害的分析，都设计了“它在哪里”、“它为什么在那里”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有效引

导学生准确把握各种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分析空间位置对自然灾害形成的影响，进而引导学生

产生对区域的具体的地域认知。

3、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

有人说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理科中的文科，这也正说明了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决定了地理分析思维的多角度

和综合性。在刘慧珉老师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综合思维的引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图片

展现出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不同灾害之间的可以相互诱发，引发灾害链，增大破坏强度和破坏

范围，这正说明了自然环境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特点，体现了自然

环境的整体性；再如刘老师在课堂中给出了很多自然方面和人文方面的相关补充材料，要求学生

打开思维，从各方面论证和探讨自然灾害的成因，这也是学科思维综合性的体现。

4、树立了学生的人地观念

地理科学以研究人地关系为主线，以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为主旨，正确看待人地关系，形成

人地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未来公民来说至关重要。刘慧珉老师在课堂结尾处由学生思考

国家社会和中学生个人的一些防灾减灾技能，使学生运用正确的人地观念审视人类自身的各项活

动，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发展，成为对环境、未来有强烈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优化点及优化建议（不少于 300 字）

1、统筹时间安排，更突出重点

本节课到下课打铃时课并没有结束上完，然而一节课的设计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那么这也让

我思考到底是什么导致课没有上完呢？翻阅课标后我发现，本节课的要求是：了解我国是一个自

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根据课标要求，我认为学习本节的重点应为：了解自然灾害的概念、理

解自然灾害的分布、运用防灾减灾的具体措施。三个层面逐级递进：了解、理解、运用。最终落

实在让学生将知识和生活经验、生活体验相结合，达成课标“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和“提升

生活品位”的学习目标。就本节课而言，我认为刘老师对自然灾害的概念和分布的分析已经很透

彻了，此处不应该再缩减时间，而在例举防灾减灾措施方面，我认为应有所取舍，不应该每种自

然灾害的防灾措施都讲，这样反而冲淡了教学的主题。

2、加强板书设计，更突破难点

上完课后，我发现刘老师的板书过少，因此可能对学生回顾知识起不到良好的作用。刘老师

的板书设计总体而言简洁明了，可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内容可能过于简略。比如在“气象灾

害、地质灾害”后可增加主要的灾害类型，之后再在其后用表格的形式填写出分布地区，可清晰

帮助学生理清思路，突破难点。当然刘老师的课对我的教育教学实践依然很有启发，向前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