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初高中衔接知识 地图三要素 共需 1 课时 本节为第 1 课时 课型 新授

课程

标准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初步掌握地图的使用方法,使学生对地图产生亲切感,从而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

中主动地使用地图。

教学

目标

1.比例尺的定义、表示方法和比例尺的计算；理解比例尺的缩放及与图幅变化关系；根据比例尺图

计算面积。

2.掌握地图上的方向判定。

3.了解常用图例、注记。

教学

重点

比例尺的运用；地图上方向的判定；

教学

难点

经纬度的判读是读图、识图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也是高考的一个热点——地球运动知识的基础。

学情

分析

比例尺的计算；比例尺缩放与图幅变化

教学

方法

多媒体辅助教学法、探究讨论、阅读分析法、读图分析法、多边互动法

教具

准备

课件、实体、自制教具、中国政区图、世界政区图

教学过程

环节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设计意图

导入

新课

区域地理的学习，首先是以区域图形（地图）为载体，综合全

面的了解一个区域。但一个区域地理事物形形色色，地势高低

起伏不平。如何准确地它们表达地图当中，又如何准确地判读

它们，为此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学习《地图及地形图的

判读》

预习新课 激发学生学习

地理的兴趣。

一、

比例

尺

二、

方向

1.先设问:地图其实我们已经接触过很多了，但如果让你给地图

下个定义，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学生思考后课件展示。

2.再设问：那么构成一幅完整的地图，要有哪些要素组成呢？

学生集体回答，课件展示。

1.引导学生先自己看书，找出相应的比例尺的概念、公式及表

示形式。

2.课件展示，教师讲解，并强调比例尺只是比值，故没有单位；

且比例尺分子（图上距离）往往是以 1cm 为标准对应相应的实

地距离。

1.课件展示（课件展示中教师强调：比例尺换算过程中要注意

单位统一；比例尺只是距离的比，故比例尺变化使图幅或实际

面积变化应该是比例尺变化的平方）。

2.教师讲解原理及关键环节后，对易错易混难以理解的知识点

进行针对性的例题训练（具体例题在课件中展示）。

1.提问：各位同学平时看地图时是如何判定方向的？

2.课件展示地图上方向判定的三种方法，教师讲解在地图上方

向判定的原则与方法。并强调除了上述三种方法，还有一些特

殊情况下的方法，如根据地球自转方向、海陆轮廓等方法来判

定。

3.举例题分析各种具体情况下方向的判定。

教师提问，学

生回答．

学生能根据已

学知识，自己

分析、归纳总

结，回答相关

问题。

学生能自己阅

读、分析、归

纳总结，回答

相关问题。

通过提问，了解

学生的基础，激

发学生的思维。

1.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

2.教师再次讲

解，帮助学生解

决疑惑，加深理

解、促进记忆

1.课件展示，教

师有针对性地

讲解、强调促进

学生对基本原

理的掌握。利于

教学重、难点的

突破。

例题训练，促进

学生对知识运



三、

图例

和注

记

1.课件展示基本概念，教师强调图例是地图上表示地理要素的

符号，注记则是表示地理要素的文字或数字。

2.课件展示常见的图例让学生判读。

用能力。加深学

生对知识点的

深度理解。

课堂

小结

(1)图幅相同的情况下，所表示实际范围越大的地图，其比例尺越小。

(2)图幅和经纬网格相同的情况下，相邻两条经线、纬线度数差值越小的地图，其比例尺越大。

(3)同一个地理事物(如某个湖泊等)在图中显示的越小，则该图的比例尺越小。

(4)直接比较比例尺数值的大小，数值大的比例尺大。

板书

设计

地图三要素

一、比例尺

二、方向

三、注记和图例

随堂

练习

(2018·北京文综)在乡村振兴计划中，某行政村拟修建的村史馆和培训中心分别位于该村西南部

和东北部。该村东西宽 2千米，南北长 1千米，主干道从南向北穿过，河流自东向西流经该村。读

图，回答第 1题。

1．与上述信息相符的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课后

作业

完成《步步高》P2

教学

反思

课件展示，教师讲解并强调，学生判读，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