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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4_B8_80_E5_c38_61335.htm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使

学生了解岩石的组成、三大类岩石及其简单成因，并通过了

解三大类岩石的相互转化从而明确地壳物质循环关系。通过

学习岩石、矿物和矿产等概念，使学生了解岩石与人类生产

和生活的关系。通过阅读地层和化石等资料，使学生认识岩

石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辩证

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观念教育。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

是整个单元的知识基础，关于这一点教材在引言部分叙述的

较清楚，引言部分说明岩石是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陆

地环境和整个地理环境重要的组成要素，是陆地上生命及人

类生存的基地。岩石是构成地貌的物质基础，这在第二节教

材中可以看到二者的密切关系，岩石是土壤的发育及其物质

组成的基础，这可从第四节教材中得知，另外引言中特别提

到岩石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对人类也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

提供各种矿产资源。引言部分叙述较为概括、简练，并且与

后面章节的联系较为紧密，也为后面章节的学习进行了较好

的铺垫。 除引言外，本节教材还包括三部分内容：岩石的组

成、三大类岩石及其简单的成因、三大类岩石的相互关系及

地壳物质循环。这三部分知识环环相扣，由地壳中的化学元

素在地质作用过程中形成矿物→矿物组成岩石→三大类岩石

及其简单成因→三大类岩石的相互转换关系→地壳物质循环

，教材以递进的方式呈现，利于学生的学习。 在“组成岩石

的矿物”这部分内容中，教材首先介绍地壳中主要化学元素



的含量，并以圆内扇形百分比图的形式呈现，使学生能够一

目了然；了解了地壳中化学元素的组成，教材进而说明矿物

和矿产的概念，这部分内容突出的特点是与人类生产和生活

联系密切，特别是所举实例都是与学生生活联系最密切的，

学生最为熟悉的，拉近了课堂学习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同时

所列举的矿物实例又兼顾了学生对于岩石概念的理解，并突

出了矿物与岩石的关系，而且配以图片增强对矿物的感性认

识。 在学生对矿物已理解，初步了解矿物与岩石关系的基础

上，教材安排了“岩石及其成因”的内容，这部分教材首先

以花岗岩为例介绍岩石的概念，其次介绍了三大类岩石分类

依据、简单的成因以及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中几种常见

的岩石及其特点以及岩石与矿产、矿石的关系，介绍三大类

岩石的成因实质上是阐明三大类岩石之间相互转化关系，这

部分教材是为后面了解地壳物质循环作知识上的铺垫。强调

岩石与矿产、矿石的关系，是为了强化与生产生活的密切联

系，使学生能够明确学有所用。关于地层和化石，教材通过

正文、阅读材料和示意图三种方式呈现，既不加深学习的难

度，又使学生能够认识岩石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了解一些

关于地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教材在最后安排了“岩石相互

转化与地壳物质循环”的知识，这部分内容可以是前面知识

的小结，同时又是后面知识的引言，三大类岩石转化的知识

在前面已经涉及，通过知识的迁移，学生能够较好地理解地

壳物质循环的原理，地壳物质之所以能够循环是由于外力和

内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关于内、外力作用的知识，在后面

一节教材中可以了解到，因此在本节教材中不需要过多的解

释内、外力作用的概念，只要与实际相联系，使学生理解其



如何起作用即可，这段教材最终是使学生能够明确地壳中的

物质通过相互的转化不断进行循环。 本节教材中配备了多幅

图片和示意图，目的是使学生能够通过阅读图片和示意图从

中获取有用信息，并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完成学习过程，

从而培养学生认定、提取、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如果有条

件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物标本进行观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

还应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教法建议 建议采用教师引

导，注意联系实际，学生观察、讨论，师生共同总结归纳的

形式完成教学过程，考虑采取上述教学形式的原因是：本节

教材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较为紧密，但学生平时对存在于周

围的这些熟悉事物注意不够，可能更多地是忽视这些事物的

存在，因此学习时，应该给学生创设条件，使其感到所学的

知识就存在于周围，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通过

旧知识的迁移学习新知识。关于“地壳中的化学元素”及其

在一定地质条件下组成的“单质”或“天然化合物”等概念

，学生在化学课中已具备这些知识，地理课上侧重强调“矿

物”这个概念即可，教学中可以展示一些矿物标本引导学生

观察，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并由矿物标本引出“矿产”的

概念，使学生明确只有有用的矿物在地壳中或地表富集起来

，并能被人类所用，才称其为矿产，而一块矿物标本是不能

称其为矿产的。如果没有实物标本，则要充分利用教材提供

的三幅图片，使学生对这几种常见的造岩矿物有一定的认识

。关于“岩石”的概念，可以沿用“矿物”概念学习的方法

，引导学生观察教材中提供的图片或花岗岩标本，找出其中

的矿物，由此引出“岩石”的概念。关于“三大类岩石及其

简单成因”的学习应充分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图片，引导学生



观察，讨论各类岩石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描述各类岩石的形

成过程。说明每类岩石的代表性岩石有哪几种？教师如果有

实物标本提供给学生引导其观察各类岩石的特点，教学效果

会更好，如果没有实物标本，则利用教材提供的图片进行教

学也可以。在说明“沉积岩”的特性时，注意引导学生观察

其分层的特点，并由此引出“地层和化石”的概念，指导学

生阅读教材提供的相关资料及示意图，使学生理解地层和化

石对地学研究的价值，另外本段教材中出现了两个新概念“

矿石”“品位”，教师注意引导学生理解“矿石”与“矿产

”“岩石”之间的关系及区别。在学生对三大类岩石有了初

步了解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三大类岩石之间

是否可以相互转化，怎样进行转化”？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并

将转化的过程各组设计出示意图，利用学生绘制的三大类岩

石相互转化示意图说明地壳物质是不断转化和循环的，学生

对此理解会比较深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