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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021_2022__E3_80_8A_E

9_98_BF_E8_A5_BF_E8_c38_57637.htm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

目标 1．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发现新的

论据或得出新的结论。 2．短文两篇所说明的研究成果。 3．

短文的行文顺序及说明方法、语言特色。 (二)能力目标 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情感目标 1．科

学需要大胆的推测，合理的想像，合乎逻辑的分析、求证。

2．学会从不同角度对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进行思考。 3．广

泛阅读科普文章，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二、重点、难点及

解决办法 重点： 了解两篇短文所说明的事理，说明的顺序、

方法。 难点： 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发现

新的论据或得出新的结论。 解决办法：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满足他们的表达欲，活跃学习气氛。 三、课时安排 2课时 四

、学生活动设计 学生借阅科普读物，从中找出与本文内容相

关的科学知识，大家共同学习研讨。 学生对一些自然现象提

出自己的看法，说明产生这种看法的依据。 五、教学步骤 第

一课时 导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大陆漂移图示的同时，介绍“大

陆漂移假说”产生的故事：1912年的一天，德国气象学家魏

格纳因病躺在床上。当他把目光移到墙上那张已看过千百遍

的世界地图上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为什么地图

上南美洲巴西亚马孙河口突出的一块大陆，同非洲喀麦隆海

岸凹陷进去的部分，形状竟会如此相似?为什么沿北美洲的东

海岸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凹形地带，与欧洲西海岸到非洲

西海岸的凸形大陆，竟会如此吻合呢?难道这几块大陆原来曾



连在一起，后来才分离开来的吗? 魏格纳被这个奇妙的想法激

动得几天没有睡好觉。他把地图上所有的陆块都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发现它们的海岸线都能较好地吻合在一起。后来

，他经过多方面的研究、求证，大胆地提出了轰动世界科学

的著名学说大陆漂移假说。 那么“恐龙无处不有”与大陆漂

移假说有什么关系呢? (一)明确目标 1．理解“不同科学领域

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在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肯定会对其他领

域产生影响”的科学观点。 2．把握“恐龙无处不在”印证

大陆漂移假说的说明顺序和方法。 (二)整体感知 学生自读课

文，研讨以下问题： 1．“恐龙确实遍布于世界各地”由何

而知? 2．“大陆漂移”使恐龙遍布世界的说法由何而来? 3．

你怎么看待科学家们的推断? 讨论明确： 1．1986年在南极发

现鸟臀目恐龙。地球的其他大陆上也都发现有恐龙化石。因

而“恐龙确实遍布于世界各地”之说成立。 2．科学家并不

满足于南极发现恐龙化石最直接的结论，即“恐龙无处不在

”。他们就此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如“恐龙何以在南极生存?

”“恐龙是如何越过大洋进到另一个陆地上去的呢?”深入研

究得出的结论是“是大陆漂移把恐龙带到了南极”。 (三)重

点、难点的学习及目标完成过程 1．学生再读课文，理清文

章说明的层次顺序及说明方法。 讨论明确： 全文共15个自然

段，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用一个科学观点“

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肯定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引出说明

内容。 第二部分(第2～14自然段)：阐述说明内容由恐龙化石

在南极的发现说明“恐龙无处不在”，再由“恐龙无处不在

”这一发现推究原因。 第三部分(15自然段)：以“南极恐龙

化石的发现，为支持地壳在进行缓慢但又不可抗拒的运动这



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总结说明内容，结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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