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第十七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学习者中心”作业设计案例

姓名 宋凯凯 学科 地理 年级 初二 课题 《南美洲》

作业设计目标与意图

【课前作业】

目标：认识南美洲水能资源蕴藏量大的基本特征。

意图：复习水能资源蕴藏量大的自然条件，并利用地图迁移应用于南美洲水能资源的分析。

【课中作业】

目标：从不同尺度、不同角度分析南美洲的自然环境特点和社会经济特点。

意图：明确水能资源开发需要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的共同影响，并从中归纳出大洲的一般认识方法。

【课后作业】

目标：辩证分析水能开发的利与弊，明确区域发展要因地因时制宜，最终实现人地和谐和持续发展。

意图：从区域发展分析中，自主感悟人地和谐发展的重要理念。

设计作业的内容

（结合本节课内容进行课前、课中或课后作业设计）

【课前作业】

1、查找资料，了解世界各大洲水能资源蕴藏量的大致数据及排名；

2、查找资料，找到以下四幅地图：①世界政区图、②南美洲政区图、③南美洲地形图、④南美洲气

候类型分布图。

【课中作业】

1、为什么南美洲水能资源如此丰富？

任务 1：在任一地图上描绘出经过南美洲的特殊纬线，并据此说明南美洲所处的热量带（纬度位

置）；

任务 2：在任一地图上标记出南美洲周边重要的大洋、海、海峡等，并据此说明南美洲的海陆位

置；

任务 3：在任一地图上勾勒出南美洲境内的主要河流，并据此说明南美洲的河流特点；

任务 4：在任一地图上圈画出南美洲的主要地形区，并据此说明南美洲的地形特征。



2、你认为南美洲最大的水电站应该布局在哪里？

任务：请根据南美洲的气候类型分布图、地形分布图，推测南美洲最大的水电站应该布局在哪里，

在图上相应的位置标出，并说明理由。

3、南美洲最大的水电站为什么没有布局在亚马孙河流域？

任务：请结合七下所学的《巴西》内容，猜想并解释原因。

4、亚马孙河流域不布局水电站是否可惜？

任务 1：与伊泰普水电站相比，从河流的水文特征分析美丽山水电站的优势；

任务 2：在美丽山水电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中，可能会遇到哪些自然环境问题。

5、南美洲只有巴西建设有大型水电站吗？

任务：查找资料，认识南美洲大型水电站的分布，并据此分析影响水电站分布的社会经济原因。

【课后作业】

1、自主查阅资料，分析：河流上该不该建设大坝？

任务 1：结合已学内容分析，建坝除了具有发电的功用，还有哪些功能？

任务 2：建设大坝也有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

2、自主阅读《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深入认识南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渊源。

注：第一项作业必做，第二项作业部分同学选做。

作业属性分析

题号 题目类型 题目难度系数 预计完成时间（分钟） 题目来源

课前作业 1 搜集资料题 0.9 2 分钟 自编

课前作业 2 搜集资料题 0.8 2 分钟 自编

课中作业 1 读图分析题 0.7 5 分钟 自编

课中作业 2 读图分析题 0.9 3 分钟 自编

课中作业 3 读图分析题 0.8 2 分钟 自编

课中作业 4 读图分析题 0.9 3 分钟 自编

课中作业 5 读图分析题 0.8 2 分钟 自编

课后作业 1 综合分析题 0.7 5 分钟 自编

课后作业 2 阅读思考题 0.8 不定 自编

题目类型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计算题、简答题、论述题、实验题、作文题、听力题、会

话题等等。



作业设计反思

（结合批改情况进行反思）

【课前作业】题量适中，主要为资料搜集题，考察学生自主搜集地理信息的能力，有一定的难

度。第一题学生查找的信息很多为自媒体提供信息，差异性较大，不具有权威性，很难在课堂上直

接使用，第二题学生能找到相关地图资料，但电子化的资料学生很难带入课堂。第一轮试讲后进行

反思，决定第一题的资料信息由教师提供，且教师提供的数据来自世界能源理事会官方统计数据，

具有权威性，学生只需在提供的数据资料上进行信息解读，减轻学生的认知负荷；第二题地图资料

让学生先上交自主查找获取的电子地图，教师在考量政治性、专业性和清晰度的基础上，选择其中

最优的 4 幅地图，并在上课前打印发给学生，作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材料使用。

【课中作业】5 道题思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分别指向南美洲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南美

洲局部地区小尺度的自然环境分析、亚马孙河流域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特征、区域对比分析等重要环

节，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素养，并旨在通过区域案例的分析，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水能开发所

需考虑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帮助学生自主构建认识大洲的一般思路方法。在试讲

和正式上课后，发现时间分配不合理，教师对学生的能力不够信任，仍然想面面俱到地提示学生综

合分析，最终导致主次不分明，课堂后续问题的分析时间紧张。因此，在后续的上课中，应注意围

绕课堂主线分析，舍弃与主线关联不紧密的基础知识的分析，大胆放手让学生去讨论分析，教师减

少对学生分析结果的重复赘述，真正做到将课堂时间花在学生自主分析、合作分析的刀刃上，有效

提高课堂效率。

【课后作业】由于课中作业的时间所限，课后作业的设计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开展。但此部分

内容涉及辩证的分析、方法的归纳、理念的提升，应该着重认识和分析。第一项作业，教师应提供

大量的资料供学生选择性地使用和分析，如：美国反坝运动的始末、我国怒江水电开发的探讨、三

峡大坝的利弊分析、鱼类洄游现象的分析（渗透跨学科思维）以及世界各地的反坝运动思考（可以

参考《中国国家地理》2003 年 10 月刊，其中有水坝是非的专题文章），学生辩证分析河流建坝的利

与弊，认识到无论建与拆，都有各自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都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科学评估论证。第二题作业，教师提供了书籍 pdf 稿给学生，但没有提出具体的任务和要求，后续

的学生访谈中发现，学生基本没有阅读书稿，因此，在今后的作业布置中，应提出具体的任务要求，

帮助学生搭建脚手架，用问题来促进学生的深入思考。

总而言之，通过本节课的案例学习和作业设计，希望学生能认识水能开发的因素分析，在分析

过程中培育综合思维素养；希望学生能认识大洲的一般学习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培育区域认知素养。



具体教学理念如下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