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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教版思想品德九年级第三单元第八课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1课时《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教案    

【教学目标】 

1、让学生明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的重要性，树立可

持续发展意识，从而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培养学生搜集资料、观察事物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辩证思

维，正确认识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3：知道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性。认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

国的正确选择。 

【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

发展之间关系的正确选择，是我国的战略决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分析我

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严峻形势；第二层从论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入手，得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的正确选择。对学生进行国

情国策教育，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的忧

患意识，从而关注祖国的发展和命运。 

认识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性是教学重点，因为这既是我国现

阶段的重要国情，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可持续发展是正确

选择”既是本课的重点，又是难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我国解决人口、

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发展战略，也是本课的落脚点，当然是重点；之所以是

难点，因为它理论抽象，中学生理解有难度，又与中学生的生活有距离。 

【教学设计思路】 

    本课主要让学生认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的正确选择。教学围绕感悟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及深刻认识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正确选

择两个方面展开。采用“情境导入，自主感悟---师生互动，合作探究---回归

生活，拓展升华---成果交流，积累收获”四个环节实施课堂教学。 

    通过图片、图表和文字资料，让学生感悟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严

峻性。若只有图片资料，没有文字资料，课堂便显得单薄；若只有图表或文字

资料，没有图片资料，便不具有直观性和趣味性，只有两者结合，课堂教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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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肉，充满生机和活力。 

通过讨论会认识“内蒙古某羊绒衫厂”的悲剧，理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我国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选取典型案例开讨论会，效果

很好，理论联系实际，贴近生活，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思维特点（由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又让学生参与课堂，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学方法与策略】 

教学时，力求体现新的课改理念，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具体的实践

活动和师生互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落实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原则，激发学生兴趣。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启发诱导、情

境体验（“图片欣赏”、“讲故事”）和活动参与（“讨论会”、“写社会调

查”）。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查阅我国有关人口、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资料，

制作课件；调查本市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状况；了解学生对

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2、学生准备：预习本课，并搜集有关人口、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资料、图片；调查农村玉米秸秆还田的状况，为课堂学习作准备。  

【教学活动】 

环节一：情境导入，自主感悟 

多媒体展示图片： 

多媒体展示资料： 

【短信一则】2019 年是中国农历龙年。春节前夕，一位农民工编辑了这样一则

短信：“工作在外把家念，春节很快到眼前，春运回家买票难，人潮拥挤保安

全，彻夜排队要保暖，一票在手心里甜，祝你平安把家还，开开心心过大年！” 

 【关注家乡】山东枣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因煤炭丰富而建市，素有“煤城”

之称，由于大量开采，煤炭资源面临枯竭，致使一些煤矿不得不“搬家”或转产，

不久的将来，“煤城”将无煤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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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云南曲靖市的陆良化工公司将14.8万吨铬渣露天放在南盘江附近，

对附近村子的地下水、地表水以及土壤造成严重污染。附近村里的牛羊饮用后

大量死亡，农作物受到污染，秧苗死亡，有的地方寸草不生，严重影响了生态

平衡；人饮用污染的水后，引发了各种疾病，增加了得癌的风险；曲靖市的经

济一向发展迅速在云南省排名第二，仅次于昆明，发生污染后所有化工企业全

部停工整顿，农民们颗粒未收，曲靖市的发展陷入瘫痪状态。 

  （设计意图：本课从图片资料入手，并配合相关文字资料，图文并茂，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忧患意识，为下文引出新课—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好铺垫。） 

 教师引领学生思考：上述图片和材料反应了我国的那些重要国情，你有什

么感想？ 

 学生思考、交流，并出示自己搜集的反应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图

片、文字、数据等资料，与老师、同学一块分享。 

教师点拨： 

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我

国也非常突出，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老师：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应作何选择呢？ 

学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多媒体展示： 

 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引出新课） 

 环节二：师生互动，合作探究 

活动 1：讲故事—— 

                         烦恼人生 

王老师今天倒霉透了，喝凉水都牙痛。老爸住院没病床，医院不接收；早晨

上班堵车，迟到５分钟；孙子上小学１年级报不上名，学校名额早已爆满。 

   教师：你能说出李老师烦恼的根本原因吗？你是否熟悉这些场境，有哪些感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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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论、交流：我国存在严重的人口问题。 

多媒体展示： 

             查资料，找特点 

   1949 年刚解放时，我国人口就多达5.4亿。目前我国人口仍在以每年700

多万的速度增长,到2019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达到13.39 亿，与2019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比，10 年增加了7390 万人。 

  据国家××局局长马建堂介绍，中国31 个省市都面临老龄化加快的问题，

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重比第四次普查结果上升13.6%,大学生仅占总

人口的6.8%. 

教师：分析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 

学生交流，教师总结: 

1、 人口基数大，增长率虽然减缓，但每年净增人口数量多； 

2、 人口素质偏低； 

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活动２：课堂讨论——在我国现阶段，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 

把学生分成Ａ、Ｂ两组：Ａ组认为是好事；Ｂ组认为是坏事。教师组织学

生讨论。 

（设计意图：设计此活动，意在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并为下文讨论我国

人口问题的危害打下基础。） 

然后，多媒体展示资料： 

1987 年,新增粮食的48.5% 、新增肉类的45.6% 、新设医院病床的35、9% 、

城镇新建住宅的37.7% ，被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 

199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446 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人均占有量却

处在第125 位；2019 年，我国煤产量为12.4亿吨，居世界第1位，人均占有量却

处在第75位；发电量为9280.8亿千瓦时，居世界第2位，人均占有量却处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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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位以后；肉和蛋的产量均居世界第1位，人均占有量却分别处在第75位和第

55位。 

2009 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

万人。1300 万是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800 万是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其他

人员300 多万人需要等待就业。 

多媒体展示图片： 

    生活垃圾         贫困的一家       等待就业 

师生根据图片、材料共同分析、讨论我国人口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1. 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2. 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3. 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4.影响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设计意图：对人口形势的严峻性的学习，课堂从学生熟悉的场境故事开始，

贴近学生生活，学生易产生共鸣。讨论我国人口问题的危害，资料详实，对比

明显，图片形象，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 

多媒体展示： 

材料一：     我国自然资源在世界上的位次 

  自然资源  总量   人均拥有量 

  森林面积  ８   １０７ 

  草原面积  ２   ７６ 

  淡水面积  ６   ５５ 

  矿产资源  ３   ８０ 

  耕地面积  ３   １２６ 

材料二：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耗水量比较  （单位：立方米）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 世界平均水平 

5045 514 387 288 1344 

    教师：看了上面的材料，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学生交流后，教师总结： 

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多，但人均占有量少，资源相对短缺。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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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资源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再加上开发不合理、利

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更加剧了资源形势的严峻性。 

     多媒体展示图片： 

    教师： 这组图片反映了什么问题？ 

学生：我国环境形势严峻。 

多媒体展示： 

                              知识卡片 

    1、我国的环境存在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旱灾和水灾、生

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 

    2、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

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 

多媒体展示： 

                         警钟长鸣 

1：长江流域河网密布，湖泊众多，而盲目地围湖造田、建房，大大降低了

蓄洪能力，助长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2：地球上有170多万个已被鉴定的物种。由于环境污染与破坏，大量物种

灭绝。目前已经发展到每天消失一个动物物种、每小时消失一个生物物种的程

度，这种情况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 

3：全世界每年有500万人死于癌症。人类癌症80%—90%是由环境因素引起

的，其中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癌症占了90%。 

    学生讨论、交流：环境问题的危害。 

教师归纳： 

（1）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 

    （2）威胁生态平衡； 

    （3）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活动 3：讨论会 

背景材料：1981年内蒙古某地为了当地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成立羊绒衫厂，

由于超载放牧导致草原生态失衡，水井干枯，牧民四散，进而经济萎缩，牧民

生活走向贫困。当地牧民感叹：羊绒衫厂，你要牺牲多少自然资源来换取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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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而又要用多少经济利益才能恢复自然平衡呢？ 

讨论话题：羊绒衫厂该不该建？ 

（设计意图：学生在感悟了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后，会自然

产生怎么办的疑惑？答案直接给出，便显得枯燥、不自然，选用生活中的典型

案例让学生讨论，既激活了课堂，又让学生明白了道理。） 

教师把学生分为正方（该建）和反方（不该建）两组，展开交流，每组选

一名代表发言，说出本组的理由。然后， 

多媒体展示：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的。人口增长过快，对物资资料的需求和消耗随之增大，就会造成资源过渡

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而资源的过渡消耗和环境破坏，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危

害人类的生存。 

教师点拨、归纳： 

  羊绒衫厂该建，因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强国富民，发展才是硬道

理，但要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教师：如何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呢？ 

学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教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 

学生回答后，多媒体展示：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利用，保证人类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也就是既要满足人类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既要注重人类当前的利

益，也要注重人类未来的利益。 

    教师：为了更好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的理念。 

     多媒体展示：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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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教师：为了让天更蓝、山更秀、水更清，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安康，为了子

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正确的战略选择。 

多媒体展示：图片欣赏 

   （设计意图：天更蓝，山更秀，水更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显得抽象，教

学时，配上优美的图片，或视频，学生的感受会更好，能激发学生对美好环境

的向往与追求，并内化为自觉行动，加深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的认识。这也

是本课教学的一个特点：展示丰富的图片，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生活化，

这符合“三贴近”原则。） 

环节三：回归生活，拓展升华 

活动 4：社会调查——农村玉米秸秆还田的状况 

课前布置学生调查本村玉米秸秆还田的状况，过去焚烧的原因及危害，现

在还田的原因及好处，在课堂上师生交流。 

然后，多媒体展示：峄城新闻 

                     峄城区治理秸秆还田出狠招 

    以前，农民收玉米用手工，为了便于耕种，便把秸秆焚烧掉，结果污染了

环境，也破坏了土壤，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今年秋，区委、区政府制定措施，

狠抓秸秆还田，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并加大资金投入，对购买玉米收割机的补

贴，对秸秆还田的补贴；对焚烧秸秆情节严重者依法制裁；并加大宣传的力度。 

教师：调查结果如何？ 

学生：全村无一例焚烧秸秆事件。 

教师：秸秆还田有何意义？ 

学生讨论、交流，教师总结：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一项重要举措；保护了环境，节

约了资源，改良了土壤，也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教师补充:你村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你有哪些好的建

议，说一说，与大家一起分享。 

环节四：成果交流，积累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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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全课，学生回答收获。 

我的收获                                            。 

我的行动                                            。 

【板书设计】  
 

                      我们的重要课题  

        
相互制约 

人 口 ： 膨 胀          
正确选择         

指导思想 

经济发展        资源：短缺 形势严峻        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

观 

                环境：恶化   

                       
正确处理                             

【课堂检测】 

    请你回答          

     2009 年 12 月 7 日，被喻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

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

在特殊困难，但是，我们承诺，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9

年下降 40%到 50%。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的排放，你认为我国的正确选择是什么？ 

【拓展资料】 

    2019 年 4 月 30 日，上海世博会开幕，星期天，上海某中学学生赵新与父母

搭上市政府提供的“零排放”世博专用电动车赶往世博园游览。进入园区他们

乘上了专门的新型燃料电池观光车，来到游客最多的中国馆。中国馆外墙材料

为无放射、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能够反射热量，降低能耗；地区馆平台上厚达 1．5

米的覆土层，可为展馆节省 10％以上的能耗；馆顶的观景台引进了最先进的太

阳能薄膜，储藏阳光并转化为电能；顶层还有雨水收集系统，经过净化可用于

冲洗卫生间和车辆……这些都使赵新一家大开眼界。 

【课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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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了解当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 

【教后反思】 

本课设计体现了新的课改理念，坚持“三贴近”原则，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把理论知识的学习寓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之中，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等资料，让学生感悟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

严峻形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忧患意识，从而产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

自觉行动，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达到三维目标的统一。 

存在的不足： 

    学生方面：学生在情感方面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所理解和认同，但对知

识的掌握不牢固（虽然道理明白，但不能记忆下来）。在参与课堂、写社会调

查等方面积极性还不高。 

    教师方面：教师要在教学内容的处理、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下功夫，让

课堂气氛“活”起来。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富”

起来。 

《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2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逐步养

成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习惯，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提高分析我国保护

环境、节约资源的方针政策的能力。 

知识目标：知道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严峻形势及其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了解我国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

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实施的必要性。 

【教学内容分析】 

《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是第 8 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第

一个项目的内容，主要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

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正确选择，是我国的战略决策。本项目由两个层次的内容

构成。 

第一个层次“我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旨在引导学生感知我

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并对这些状况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第二个层次

“可持续发展是正确的选择”，是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

关系上，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并进而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整节课内

容是从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地进行，沿着“感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思路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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