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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与作用。 《青藏地区》是湘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册教材

第四章《中国的区域差异》第三节中的内容。《青藏地区》

这一部分内容教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分析青藏高原

自然环境的主要特征及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是本课时所学习

的内容，也是第三节《青藏地区与西北地区》的重点。 《青

藏地区》的学习，具有与其他三大地理区域同等的地位，既

是对前面所学内容的复习、巩固，又将为下一册区域地理的

学习奠定基础，由此可见，本课时教学内容在教材的知识体

系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2、教学内容的拓展及依据。 区域

地理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要求不仅要揭示自然环境本

身的特点，而且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研究人类

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因此，我在教科书内容的基

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添加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

内容，了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3、教学重点及难点。 探究青藏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

生活的影响是本课时的重点。 运用所学知识，探究青藏地区

的建设与发展是本课时的难点。 二、目标分析： 课程标准中

对《青藏地区》学习的基本要求是如下阐述的：a、运用地图

指出青藏地区的范围，比较它与其他地理单元（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差异；b、说出青藏地区自

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根据这一要求，结合教材

内容、学生特点，我确定了以下三个教学目标： 1、知识与



技能目标： 了解青藏地区的位置、范围、山脉、河流等基本

情况： 掌握青藏地区的地形、气候特征； 掌握青藏地区主要

农作物、牲畜及人文地理状况。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在教

学中提高学生读图、析图的能力； 在探究过程中提高学生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探究与应用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

与创新意识。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感受青藏地区

的美丽、神奇，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增强学生对环境、资

源的保护意识。 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开发、建设边疆的

雄心壮志。 三、教学手段： 本课时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手段

，充分发挥多媒体形象、直观以及显示地理事实材料方面的

优越性，营造探究情境，突出重点、淡化难点、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 四、教法学法： 本课时将“探究式学习”引入课

堂，以“问题解决式”学习为主要教学方式，灵活运用演示

、讲述、暗示、讨论、引导学生发现等教法，循序渐进地进

行教学。 经过一年多的地理学习，八年级学生积累了比较丰

富的感性知识，具有一定的理性分析及探究能力，但还缺乏

方法与深度。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学会抓住事物内在联系去

分析、解决问题是本课时学法指导的主要方法。 五、过程分

析： （一）设计理念： 以人为本本课时将紧紧围绕自然环境

与人类生活的联系，抓住环境与生产生活、民族宗教、建设

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探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

发展观⋯⋯ 美在青藏借助信息技术的“平台”，独具特色的

青藏景观，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神奇迷人的宗教信仰⋯⋯

尽显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课堂之美、让学生在美的氛围中

学到知识、陶冶情操。 （二）教学流程图： 歌曲激趣，营造

情境→读图求知，提升兴趣→深入探究，掌握新知 →成果运



用，攻克难点→走向生活，结束教学 （三）具体过程分析：

1、歌曲激趣、营造情境 同学们，你们知道青藏地区吗？你

想领略世界屋脊的美丽，探究“雪域高原”的神奇吗？让我

们在歌声中一起走进美丽、神奇的青藏地区。（多媒体播放

歌曲《青藏高原》片断，然后显示雪山画面。） ※熟悉的旋

律、动人的画面，多媒体营造探究情境，激起学生强烈的探

究欲望。 2、读图求知，提升兴趣。 ①由雪山引出青藏地区

的山脉、范围、面积、人口，所含的省级行政单位及行政中

心。 ②请学生在“青藏地区”图上（多媒体显示）找出各大

山脉、青海湖、湟水（谷地）、雅鲁藏布江等地理事物。 ③

再由雪面引导学生得出青藏地区自然环境主要特征：高、寒

（多媒体显示） ※学生们在强烈的兴趣下，能很快完成上述

任务，教师加以表扬，提升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读图能力

。 自然环境主要特征的得出为本课的探究确定了出发点。 3

、深入探究，掌握新知。 高和寒是青藏地区的主要自然特征

，正是这独特的特征诞生了青藏神奇的自然景观、神奇的农

牧业、神奇的民族风俗、神奇的宗教信仰⋯⋯同学们有信心

跟老师一起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吗？ 探究Ⅰ、神奇的自然景

观“三江源地区” ①多媒体显示“三江源地区”范围，学生

思考“三江源地区”是哪些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②多媒体显

示三江源地区景观，教师阐述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唤起对环境、

资源的保护意识。 探究Ⅱ、独特的农牧业 高寒的自然特征决

定了青藏奇特的自然景观，那在这种自然环境下进行哪些农

牧业生产呢？ ①多媒体显示探究题。 在本区高寒、缺氧、空

气稀薄等较严酷的高原环境条件下，以下哪些农牧业能在本



区大规模进行？ 农作物水稻青稞甘蔗小麦豌豆 牲畜牦牛水牛

藏绵羊太湖猪北京鸭 ②学生思考、讨论后得出结论： 适合种

植的农作物有青稞、小麦、豌豆，适合畜养的牲畜有牦牛，

藏绵羊等。 ③教师指出： 因为寒，所以只能种植一些耐低温

的农作物，又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所以只能饲养耐寒、

耐缺氧的牲畜。特别是牦牛，是青藏地区代表性的畜种，被

称为“高原之舟”（多媒体显示） ※教师的指出是让学生领

会自然环境与农牧业的因果联系，帮助学生在下面的探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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