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象灾害

本节内容主要学习四种气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台风灾害、寒潮灾害。帮助学生理解掌握以上四种气象灾

害的概念、成灾原因、发生规律、分布地点和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1.通过观察地图，指出常见气象灾害发生规律与分布地点。（区域认知）

2.通过阅读图文资料或是观看视频，说出常见气象灾害的成灾原因，并能根据成灾原因说明气象灾害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综合思维）

3.通过对比分析，认识不同气象灾害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差异。（人地协调观）

教学重点：说明气象灾害的时空特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教学难点：分析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教师准备：课件、教材、PPT 翻页笔、粉笔等；发活动材料。

学生准备：结合学案课前预习。

主要环节与时间 教师（讲解、提问、演示）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课 展示各种自然灾害的图片，讲解自然灾害的定

义，进而引进本节课的内容——气象灾害。

启发学生思考什么

是自然灾害，什么是

气象灾害。

用生活中发生过的

自然灾害引入，便于

学生理解，调动学生

的注意力和学习兴

趣。

展示学习目标 1.通过观察地图，指出常见气象灾害发生规律

与分布地点。（区域认知）

2.通过阅读图文资料，说出常见气象灾害的成

灾原因，并能根据成灾原因说明气象灾害对人

类活动的影响。（综合思维）

3.通过对比分析，认识不同气象灾害对人类活

动影响的差异。（人地协调观）

了解学习任务。 让学生对本节课的

内容和任务有大致

的了解。

自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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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书本答题 通过前测对学生的

知识基础进行了解。



一、洪涝灾害

1.概念

新课讲授

教授洪涝灾害的概

念，成因、分布地点。

介绍2020年6月安徽歙县因突发洪涝灾害导致

高考延期事件，引出洪涝灾害的概念。

（过渡）影响洪涝灾害发生的因素有：降水和

地形。

组织学生结合降水和地形因素，动手在地图上

画出我国洪涝灾害的多发地区并说出如此分布

的原因。

动手作图并分析原

因

锻炼学生的分析能

力和动手作图能力。

补充影响洪涝灾害发

生的因素

补充植被和湖泊对于洪涝灾害的影响，启示大

家爱护植被，尊重自然。

学生思考并给出自

己的想法。

侧重培养学生的人

地协调观。

洪涝灾害的危害 启示大家思考洪涝灾害的危害。 学生思考洪涝灾害

的危害。

开动学生的脑筋，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

承转

出示“干旱灾害景观

图”

降水过多会导致洪涝灾害，如果降水过少呢？

阅读教材并观察图片说出干旱灾害的概念，思

考干旱和旱灾有何区别?

（板书：1.概念）

学生阅读课本，思考

回答。

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帮助学生逐步发现

答案。

出示“世界干旱区域

分布图”

指导学生总结世界干旱灾难分布（板书：形成

原因和分布）

参照地图，总结出干

旱灾害的分布地区。

锻炼学生的读图析

图能力和语言组织

和表达能力。

出示“中国旱灾分布

图”

指导学生总结我国干旱灾难分布，并尝试分析

原因。

分析地图，总结出我

国干旱灾害的多发

地区。

锻炼学生的读图析

图能力和语言组织

和表达能力。

出示“干旱灾害的影

响景观图”

为什么华北地区包括北京是旱灾多发地区而我

们平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感受呢?（板书:3.危

害）

(可能的答案）这是

因为我们生活在城

市中，旱灾主要危害

农业生产，对农村地

区影响较大。

启示旱灾对农业影

响大，并承接干旱灾

害的危害。

承转：旱灾的危害 我们可以知道干旱灾害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很大

影响。

（1）易造成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产;

(2）影响牧草生长，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

(3）引发水资源短缺，造成人畜饮水困难，甚

至影响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举例中东动

荡“淡水之争”）

(4）易引发沙尘暴、火灾、虫灾等灾害。

引导学生思考旱灾

对自然界和人类活

动的影响。

从旱灾对于人类活

动和自然环境的影

响中，启示学生爱护

环境。

播放视频 教会学生如何在洪灾中自救 学生观看视频 将地理知识运用到

生活上，提高学生的

生存能力。



课堂小结 回顾总结 对本节课知识进行

系统的总结。

课后检测 思考完成题目 利用题目对本节课

知识加以巩固。

布置作业 1、回顾本节课内容，完成练习题。

2、预习“台风灾害”和“寒潮灾害”部分内容，

完成导学案。

通过课下的练习对

本节课所学知识加

理解和掌握。做好课

前预习。

未下节课的学习做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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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涝灾害

1. 概念

2. 分布

3. 危害

二、干旱灾害

1. 概念

2. 分布

3. 危害

三、如何在灾害中自救

本节课注重知识点的讲授，可能会缺乏趣味性；对于学生活动，应该多给予指导和点评；课堂节奏把握不是很好，

语言功底仍需加强。

思对知识点的把握不够牢固；语言方面有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