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第十八届青年教师基本功教学评一体化课时教学设计表

授课人 宋凯凯 学科 地理

课题 海洋资源

学习

目标

及

设计

意图

学习目标：

1、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描述中国

海洋资源的主要特征；

2、举例说明海洋资源与人们生产生

活的关系；

3、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认识开发、

利用、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

学习目标的设计说明：

2022 版新课标中在“认识区域-认识

中国-自然资源”模块中，将有关中国自

然资源的内容组合到了一起，并增加了

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

关于海洋资源条目，主要有两个要

点：一是海洋资源的主要特征。海洋资

源可以从种类和丰富性两个方面描述：

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包括空间资

源、油气资源、渔业资源、矿产资源、

潮汐潮流能等，对海洋资源的种类点到

为止即可。二是海洋资源与人们生产生

活的关系，以及开发、利用、保护海洋

资源的重要性。课程标准要求“举例说

明”，也就是不必面面俱到，选择一两

个实例说明即可。开发、利用、保护是

相互联系的整体，在举例中应体现出来。

达标

评价

1、（1）能够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

找出关于中国海洋资源的一两点描

述，但不能归纳出相关特点☆

（2）能够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描

述中国海洋资源的一两个主要特征

☆☆

（3）能够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较

为完整地描述中国海洋资源的主要

特征，理解中国的海洋国情☆☆☆

2、（1）能够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

说明海洋资源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

响，或者说明人类生产生活对海洋

资源的影响☆

（2）能够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说

明海洋资源与人类生产生活之间的

双向影响和重要影响☆☆

（3）在（2）的基础上，还能自主

例举出相关案例，说明海洋资源与

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

3、（1）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认

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重要意义☆

（2）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不仅能

够认识到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能关注到人类

不当利用对海洋资源所造成的不良

影响☆☆

（3）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不仅能

够认识到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能关注到人类

不当利用对海洋资源所造成的不良

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与海

洋之间是”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形成对海洋资源绿色、和谐、可持

续开发的理念，以及积极保护海洋

资源的态度☆☆☆



课堂导入：

【设置情境】

播放《2023 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视频》，初步认识海洋的重要性、我国是一个海洋大

国的海洋国情，以及保护海洋生态、建设海洋强国的必要性。

【引发疑问】

那么（1）为什么说海洋是一种自然资源？它和水资源有什么不同？（2）你知道我国的海洋国情

是怎样的吗？（3）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发我国的”蓝色国土“呢？（4）如何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环

境和海洋权益呢？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进入《海洋资源》的学习，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任务 OR 活动（做什么、怎么做） 嵌入达标评价（做到什么程度）

【辨析海洋定义】

1、联系我们学过的水资源的定义，说说海洋资源和水资源

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学完水资源后，还要来学习海洋资源？）

2、联系我们学过的自然资源的定义，说说海洋为什么被称

为“资源”？它对人类来说有哪些利用价值？

【认识海洋国情】

阅读下发的《中国的海洋资源》材料和自主学习单，回答下

列问题（时间 3-5min）：

1、我国东部濒临哪些海域？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是多

少？

2、我国的海洋资源在种类和数量方面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3、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4、我国的海洋区位具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

要求：在两份材料上圈出关键信息（或数据），并能尝试归

纳特征。

【开发海洋资源】

1、阅读案例 1，认识到中国近年来远洋渔业的发展成就，

并尝试分析中国渔业为何“越走越远”？

2、阅读案例 2，说说什么是可燃冰，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分析我国为什么要“蓝色圈地”运动中率先开发可燃冰？

【辨析海洋定义】达标评价

1、从定义角度，能够说明海洋和水

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2、在 1 的基础上，还能从定义角度，

解释海洋被称为自然资源的原因☆

☆

3、在 2 的基础上，还能举例说明海

洋对人类有哪些利用价值☆☆☆

【认识海洋国情】达标评价

1、能够仔细阅读材料，并能根据问

题提示，圈画出关键信息和重要数

据☆

2、在 1 的基础上，能够尝试归纳出

一两点我国的海洋国情☆☆

3、在 2 的基础上，能够尝试归纳出

我国海域面积、海洋资源、海洋经

济、海洋区位等多方面较为完整清

晰的海洋国情特征☆☆☆

【开发海洋资源】达标评价

1、能够阅读地图和相关材料，说明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成就、可燃冰的

特点和“漂浮城市”自由号的特点

☆



3、阅读案例 3，了解美国设计的“漂浮城市”——自由号

的特点，分析“漂浮城市”在人口爆炸时代有何意义？

【保护海洋环境】

1、阅读案例 4，了解“红色幽灵”赤潮与“白色杀手”海

洋塑料垃圾的危害，分析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反思人类与海洋之

间的关系。

2、阅读案例 5，了解日本核废水排放的起因、过程与后果，

反思一国私利行为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之间的关系。

【维护海洋权益】

阅读案例 6，从历史和法理等角度，说说南海诸岛是我国无

可争辩的领土的原因，并认识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性，了

解我国设立三沙市等维护海洋权益的相关行动，感悟我国的海洋

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

2、在 1 的基础上，还能尝试阐述我

国近海渔业发展的危机、我国率先

开发可燃冰的原因和“漂浮城市”

自由号建设的原因。☆☆

3、在 2 的基础上，还能通过案例的

分析，认识到我国在开发利用海洋

资源的过程中，应该向绿色发展、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的发展理念。☆☆☆

【保护海洋环境】达标评价

1、能够阅读地图和相关材料，说明

赤潮和海洋塑料垃圾的危害、日本

核废水排放的危害☆

2、在 1 的基础上，还能够解释赤潮

爆发和海洋塑料垃圾危机产生的原

因，以及日本核废水排放的起因、

过程和后果☆☆

3、在 2 的基础上，还能通过案例的

分析，认识到人类与海洋环境、自

己与他人之间都是“命运共同体”，

形成尊重顺应自然、开展国际合作

的发展理念。☆☆☆

【维护海洋权益】达标评价

1、能够阅读地图和相关材料，说明

南海诸岛是我国无可争辩的国土的

原因☆

2、在 1 的基础上，还能够阐述我国

设立三沙市、维护海洋权益的必要

性☆☆

3、在 2 的基础上，还能通过案例的

分析，增进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

感，并认识到当海洋权益受到侵犯

时，需要采取积极、必要的手段，

维护海洋权益的价值观。☆☆☆

板书设计：（这是课堂小结策略，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转知为智，对课堂内容进行总结归纳，为

学生提供学习支架）



作业设计：

一定要紧扣学习目标，落实教-学-评一致的原则，课前、课中、课后要体现思维进阶。

（课前作业见“课前自主学”，课中作业见“课堂做中学”，课后作业见“课后拓展学”）

【课前自主学】

搜集资料，初步了解海洋资源是什么？我国的海洋国情是怎样的？目前有哪些有效合理的开发方

式？在开发利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我国的海洋权益受到哪些挑战？我国取得了哪些重要的

海洋成就？……

要求：小组分工（海洋国情组、海洋开发组、海洋保护组、海洋权益组等），分类汇总资料，注

意资料要有数据支撑及权威来源。每个小组将搜集到的资料制作成 word 稿，与其他小组进行分享。

老师将汇总各小组资料，制作成“海洋资源”自主学习单，并与同学们在课堂上深入进行问题探

究。

【课堂做中学】

【辨析海洋定义】

1、联系我们学过的水资源的定义，说说海洋资源和水资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学完水资源

后，还要来学习海洋资源？）

2、联系我们学过的自然资源的定义，说说海洋为什么被称为“资源”？它对人类来说有哪些利

用价值？

【认识海洋国情】

阅读下发的《中国的海洋资源》材料和自主学习单，回答下列问题（时间 3-5min）：

1、我国东部濒临哪些海域？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是多少？

2、我国的海洋资源在种类和数量方面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3、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4、我国的海洋区位具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

要求：在两份材料上圈出关键信息（或数据），并能尝试归纳特征。

【开发海洋资源】

1、阅读案例 1，认识到中国近年来远洋渔业的发展成就，并尝试分析中国渔业为何“越走越远”？

2、阅读案例 2，说说什么是可燃冰，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分析我国为什么要“蓝色圈地”运动中



率先开发可燃冰？

3、阅读案例 3，了解美国设计的“漂浮城市”——自由号的特点，分析“漂浮城市”在人口爆炸

时代有何意义？

【保护海洋环境】

1、阅读案例 4，了解“红色幽灵”赤潮与“白色杀手”海洋塑料垃圾的危害，分析它们是如何产

生的，反思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2、阅读案例 5，了解日本核废水排放的起因、过程与后果，反思一国私利行为与全球海洋生态环

境安全之间的关系。

【维护海洋权益】

阅读案例 6，从历史和法理等角度，说说南海诸岛是我国无可争辩的领土的原因，并认识到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性，了解我国设立三沙市等维护海洋权益的相关行动，感悟我国的海洋成就，增

强民族自豪感。

【课后拓展学】

一、选择题【主题：微探中国海洋国情】

海洋国土是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中国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千米；中国还拥有总长约 1.8 万千米的大陆岸线和总长约 1.4 万千米的海岛岸线，以及大

大小小的海岛 11000 多个。这些海域、海岸线和岛屿等一起构成了我国广阔的海洋资源。读图 1,完成

1-3 小题。

图 1



1．我国（ ）

A．是海陆兼备的大国 B．是独占一块大陆的国家

C．与韩国、越南接壤 D．与日本隔南海相望

2．我国海洋国土（ ）

①全部位于北温带 ②钓鱼岛位于东海 ③渤海是我国内海 ④曾母暗沙位于南海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3．2023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规定在每年的一定时间、

一定水域不得从事捕捞作业，其主要目的是（ ）

A．保护渔业资源 B．维护海洋权益 C．发展海洋旅游 D．减少海洋污染

二、综合题【主题：深谋海洋强国发展】

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

探究一：认识海洋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 1.8 万多千米大陆海岸线和丰饶富集的海洋资源。

中国主要的海洋资源示意图

4. 说出我国主要的海洋资源类型。

5. 简析我国海洋生物丰富多样的自然原因。



探究二：经略海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多次强调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近年来，

我国大力开发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举例说出我国可以发展的海洋经济产业。

7. 简要说明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积极影响。

探究三：关心海洋

面对海洋，我们不能一味索取，保护好海洋的生态环境，是充分利用海洋优势的基础，也是实现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8. 举例说出我国在海洋开发利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9. 请你为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提出合理化建议。

三、综合题【主题：共商家乡海洋建设】

读图文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2014 年江苏沿岸主要养殖池塘和紫菜养殖区位置分布图。(下图 2)

图 2

材料二：海水高位养殖，是在海边滩涂或陆地上人工建造养殖池塘，然后将符合养殖标准的海水

抽到池内进行养殖活动。紫菜养殖最宜区为潮流畅通，稍有风浪，位于小潮高潮线下的海区，底质以



沙泥底为佳。

材料三：绿潮是海水中某些大型绿藻(如浒苔)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

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也被视作和赤潮一样的海洋灾害。

10. 海水高位养殖，是人类充分利用海洋_________资源的方式之一，其产品属海洋________资源。

11. 简析这里发展养殖业的有利自然条件。

12. 造成绿潮藻类爆发性增殖的人为原因主要是？绿潮藻类对海水养殖产品的影响是？

13. 请为江苏省沿海滩涂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一两点合理化建议。

作业讲评：（主要指“课后作业”，需批改作业后录制微课）

1.错题数据统计：

课后作业共 3个题组。

第一题组 1-3 小题为单项选择题，考查我国海洋国情、海洋区位、海洋渔业资源与保护等，内容

相对较为简单，正答率均在 90%以上；

第二题组 4-9 小题为简答题，考查我国海洋资源、海洋经济、海洋问题与保护等，难度不大，与

课堂目标和教学过程联系紧密，除第 5、9 小题外，其余小题正答率均在 90%以上，第 5、9 小题要考

虑回答的完整性，正答率在 70%左右；

第三题组 10-13 小题为简答题，考查江苏海洋资源类型、发展海洋经济条件、绿藻爆发成因与影

响、沿海滩涂发展建议等，情境聚焦江苏海洋发展建设，设问更关注成因、影响、建议等，思维相对

进阶，难度相对较大，第 10、12 小题正答率在 70%以上，其余题目正答率在 50%左右。

2.错题原因分析：

第一题组错因主要是第 2 小题关于海洋区位方面，部分学生关于钓鱼岛、曾母暗沙到底位于哪一

海域不太清楚，不能从地图中提取有效信息；

第二题组错题主要集中在第 5、9 小题，错因是关于我国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的原因、以及关于海

洋环境保护建议论述不充分，学生往往只能填写一两个要点（或词语），不能从多角度阐述原因和建

议，语言表达不能体现出完整的思维链；

第三题组错题主要集中在第 11、13 小题，错因是关于江苏省发展海洋养殖的有利自然条件、以

及关于江苏沿海滩涂可持续利用建议论述不充分，学生无法关联材料内容和已学知识进行分析，同时

无法理解“沿海滩涂”、“可持续发展”等信息的具体含义。

3.错题纠偏指导：

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教学指导：

（1）材料中关键信息的提取与地图的阅读方法指导；

（2）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及时追问，帮助学生梳理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连词成句，

多角度分析，厘清思维链；

（3）注意某些问题答题方法的归纳整理，帮助学生明确答题角度和答题方向；同时，注意具体

情境下的具体问题分析，切忌模式化答题，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设计反思：（基于教学评一致来反思本节课优缺点，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撰写）

自我反思本节课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1、教学目标的设置：完全符合新课标中“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描述中国海洋资源的主要特征，

举例说明海洋资源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认识开发、利用、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关于海洋资

源的课标条目，符合国家课程标准内容标准要求。

2、教学内容的呈现：紧密关联教学目标，按照辨析海洋定义、认识海洋国情、开发海洋资源、

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的线索开展教学过程，符合学生认知地理事物的一般思维过程。

3、教学评价的开展：（1）课后选题贴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且实现了教学目标的基本全覆盖；

（2）选择题和简答题兼顾，问题具有进阶性，由现象描述到成因分析，由易到难，设置科学；（3）

提供了多样化的地图和材料，有效帮助学生搭建学习支架；（4）兼顾中国和家乡海洋发展，空间尺

度由大到小，认识角度由宏观了解到微观聚焦，能贯彻“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5）总体正确率

较高，从实证角度说明了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同时也贯彻了“教学评一体化”的赛课要求。

4、课堂板书的总结：板书较为清楚地提炼了课堂上的重点内容，帮助学生厘清学习要点，构建

认知框架，利于课后复习；并且，板书在知识总结的基础上，还渗透了地理学科的思想方法和理念，

如开发资源的过程中要注意绿色、和谐、可持续发展，发现海洋发展问题的同时中要明确人与人、人

与自然之间是“命运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要尊重顺应自然环境、努力寻求国际合作、

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5、拓展材料的编写：由于课本上没有海洋资源的内容，并且学生对我国海洋资源的认识较为匮

乏，因此，教师整理了较多的拓展资料、地图、数据，汇编成“自主学习单”，而且还在课堂上提供

了 6个不同角度的具体分析案例，有效提供给学生适切的学习支架，帮助学生更完整、全面地认识我

国海洋资源的优势和不足。

同时，也自我反思本节课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

1、教学时间的把握：整体来看，本节课显得“头重脚轻”，后半部分关于海洋资源的开发、海

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权益的维护用时紧张，可能只有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直接导致 6 个案例的分析

不透彻，相关发展理念的总结不够顺畅，学生还没反应得过来，教师就匆匆说出结论，而且没有自然

衔接出原先设计好的“国家能源安全”、“国家国土安全”的相关内容。在最后，关于中国海洋成就

的视频也没有来得及播放，没能更好地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没能带领学生深入感悟我国的海

洋成就，增进实现“海洋大国”民族自豪感和建设“海洋强国”的奋发拼搏感。

2、课堂互动的生成：纵观整节课，好像没有学生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都是学生在底下小声说，

或者是老师直接点名喊学生回答问题的，虽然学生回答问题的正确率较高，但反映出教师没有调动起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师生互动性较差。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1）教学内容较为宏观

全面，基本涵盖了海洋资源的方方面面，高中是用一本书来上这个内容的，而我们只用一节课就要结

束相关内容的学习，这就导致教学材料堆砌、教学节奏较快，而学生本来就对这部分内容较为陌生，

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分析相关问题，只能用沉默来回应；（2）教学内容本身较为严肃理性，涉及国

情教育，逻辑分析的内容较多，因此缺乏一定的趣味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自然就下降。当然，我不

是说热闹的课堂就一定是好课，安静的课堂一定就没有价值，安静的课堂也可以是学生思维的发生场，



但是课堂的趣味性也是需要的，前段时间看到南京化学名师保志明老师的一段话，深受启发，他说“年

轻教师初上讲台，都想把课上好，功力虽是慢慢积累的，但品味得有。什么是好课的高雅趣味？我的

建议是多读科学大师的书……这些书教你怎么上课吗？没有，它就是有趣优美地呈现给你看科学的样

子，你感受到美了，你把这个美传递给你的学生，就对了……因为你的学生不会关心“核心素养”，

他的本能反应是这个老师的课好乏味无趣，学起来好累人啊！而教师的课永远是上给学生听的，不是

上给专家听的。因此，我想对年轻老师说，先把课上的有趣起来，上出科学本然的有趣。”（摘自公

众号“教三学四”）我想，上出有趣而有逻辑的课，是我接下来要奋斗的目标。

当然，教学时间的把握性差、课堂师生的互动性差，究其更本质的原因，还是我接下来讲的第三

点反思：

3、教学方法的选择：前面提到，为了应对课标关于海洋资源方方面面的要求，我把课上成了科

普课，上成了浓缩课，上成了知识讲授课，弊端就是这节课教学材料堆砌、教学时间不足、课堂探究

不深入、师生交流互动性差。那么，怎样才能既实现课标要求，又避免上述弊端呢？这也是我前面备

课时就想到的问题，但最后落实时还是遗憾没有得到解决。但在课后与朱玲老师简单交流后，我突然

有茅塞顿开之感。朱老师提到了以下几个要点：（1）海洋资源教学容量非常大，而我们的赛课只给

了 1课时时间，怎样才能解决这种冲突矛盾呢？朱老师的建议用案例教学法，比如海洋资源的种类很

多，一节课没必要面面俱到分析，可以就其中某一种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比如先花 35min 通过某一个

案例深入分析渔业资源的开发和问题，探究保护措施，掌握开发、利用、保护海洋资源的一般方法和

理念态度。由于只有一个案例，而且还花了大量时间，这样学生也能深入探究案例信息，课堂参与感

也会增强。在课堂的最后 10min，再通过另一个地区的案例认识另一种海洋资源，进行迁移分析。因

为之前已经掌握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理念，这个环节就可以放手让学生自主分析，来达到巩固迁移的

目的。而且因为分析区域的不同、时空尺度的不同，以及资源类型的不同，学生在分析问题时，不仅

会发现与之前案例的共性，还会发现一些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还贯彻了“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地理学科思想，实现一举多得；（2）我们目前的课更多地还是在进行知

识的罗列，或者说是知识框架的搭建，当然有的课还渗透了一些思想理念的内容。我们可不可以更关

注在“知识”和“思想”中间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学习“方法”。学生学完这节课后，能不能说说讨

论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的原因一般可以从哪些角度分析？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一般从哪些方面入手？等

等。方法的掌握可以帮助学生举一反三，面对陌生情境时也能迁移应用，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们能不能在平时的课上就多渗透归纳学习相应内容的“学习方法”？可以再往这方面多想一想；（3）

如果让你们上的海洋资源，不是单课时的赛课，而是一个系列的大单元教学，或者设计一门相关的校

本课程，我们又可以怎么上？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下。

可以说，名师的思考角度真的是不一样，几个疑问一抛出、几个要点一点拨，就能让你有醍醐灌

顶之感，这也是我一直佩服朱老师的一个地方，她总能深入地、本质地思考一些前沿的感兴趣的议题，

并且能设计很多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活色生香”的地理研究课或者跨学科实践课。

这一次，朱老师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修的新视角，那就是“国家安全”。海洋资源可以怎么渗

透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的校本课可以怎么设计？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些问题进一步思考。相信在朱

老师等名师的引领下，我们组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会不断进步。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