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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简介 《地质灾害及其防御》是高中地理（必修）

上册第四单元《陆地环境》中的内容。本单元是自然地理知

识最为集中、涉及面最广的一个单元；而本节内容是在学生

学习了陆地环境的组成要素岩石、地貌、陆地水、生物、土

壤以及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后而编排

的，也是本单元的重点内容。地质灾害的种类很多，从课时

容量考虑，教材有选择地讲述了地震、火山、滑坡和泥石流

四种地质灾害的成灾原因、灾害本身的基本知识、危害、地

质灾害之间的关系以及地质灾害的防御等内容。本节教材的

特点之一，是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及其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关系

的密切程度；特点之二，是从有利于学生认识地理环境的角

度出发，注重阐明地理过程及地理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

这与全书以阐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为主线是相吻合的。 （

三）理出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知识目标：了解地震、火山爆发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危害，以及进行监测防御的重

要性 能力目标：1、培养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能力；2、培

养分析知识点内在联系，构建知识结构的能力；3、培养把课

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即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德育目标

：树立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以正确态度对待地质灾害的

发生 （四）点出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如果能抓住各种地质灾害

的成灾原因，也就把握了地质灾害知识点的要领。所以在本

节的教学中，要把分析地质灾害的成因、分布和造成的危害



作为教学的重点．通过对各种地质灾害的分析，归纳总结出

地质灾害的基本特点，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习的

主体学生能理解和掌握地质灾害的一般规律。 地质灾害就其

个体而言，有着偶然性和地域性的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它

们之间以及与其他自然因素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教材以

动态和联系的观点分析了地质灾害三方面的关联性，学生在

学习中普遍会感到有些困难。因此，对地质灾害的关联性分

析成为本节教学的重点，也是本节教学的难点。教学时要密

切联系旧有的知识，引导学生利用视频和图片，把突破难点

的过程当成巩固和加深对旧有知识的理解和综合应用的过程

，当成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的过程，从而全面达到

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五）优化出教学方法和手段 我们

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经历和目睹各种地质灾害发生过程，虽

然他们可以从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上获得有关资料、信

息，但仍然有欠完整和系统。由于条件所限，传统教学也只

能以小量的图片和资料可以辅助讲述，学生对各种地质灾害

的感受比较平淡和肤浅的。我们不可能让学生亲临地质灾害

现场观察、体验后进行教学。但在网络环境下，充分的收集

资料、信息，采用多媒体演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上

述的不足，强化对学生的感受力。所以在教学中，我们通过

视频素材和各种图片资料使学生观察到地质灾害的成因、分

布、危害等特点，运用类比引导学生建立知识结构，指导学

生讨论各种地质灾害的一般规律，归纳出地质灾害的相关性

，使学生全面理解教材，进而提高对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防御

重要性的认识。因此，这节课可采用综合运用视频演示、讲

授、自学、讨论并辅以电教手段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教



学中，应加强师生间的双向活动，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思维。

由于本节内容中，要研究的地理要素较多，教学容量大，教

师要注意控制教学进度，以顺利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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