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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

容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为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2《区域发展中图版（2019）》第一章“
区域类型与区域差异”第一节“区域的含义和类型”。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 区域的含义：介绍区域的概念、特征及其在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

2. 区域的类型：

- 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划分的区域类型，如气候区、地形区等；

- 按照人文地理特征划分的区域类型，如经济区域、文化区域等；

- 按照综合地理特征划分的区域类型，如综合自然地理区、综合人文地理区等。

3. 区域差异的表现：

- 自然地理差异，如气候、地形、水资源等；

- 人文地理差异，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人口分布等；

- 综合地理差异，如区域发展水平、区域竞争力等。

4. 区域差异的形成原因：探讨自然、人文、经济等因素对区域差异的影响。

5. 区域类型与区域差异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如区域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等。

核心素

养目标

1. 地理实践力：通过分析不同区域的特征，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识别和解释区域的含义和类型。

2. 地理思维：培养学生运用比较、归纳、演绎等逻辑思维方法，对区域差异进行

深入分析，提高学生的地理推理和空间思维能力。

3. 地理信息素养：指导学生运用地图和图表等地理信息工具，提取和整理区域相

关信息，增强学生对地理信息的敏感性和处理能力。

4. 人地协调观：引导学生理解区域差异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培养学生在区域发展

中关注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意识。

5. 地理审美情趣：通过欣赏不同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激发学生对地理美的感

知和欣赏，培养学生对地理环境的审美情趣。 

学习者

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 学生已经学习了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如地图的阅读和使用、气候、地形等

自然地理要素的基本知识；

- 学生对区域的初步理解，包括区域的定义和重要性；

- 学生对一些具体的区域案例有所了解，如对本地区或国内外知名区域的特征有所

认识。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 学生对探索不同地区的特征和差异表现出兴趣，特别是对旅游、探险等话题较为

热衷；

- 学生具备基本的地理分析能力，能够通过观察和比较来识别区域特征；

- 学生的学习风格多样，有的学生喜欢通过图表和地图来学习，有的则偏好文字描

述和案例分析。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 学生可能在理解区域的抽象概念上遇到困难，如区域边界的模糊性；

- 学生可能难以把握不同区域类型的分类标准和特征；

- 学生在分析区域差异时可能缺乏系统的思维框架，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相

结合。



1.



教学资

源准备

 教材：

- 确保每位学生都配备了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2《区域发展中图版（2019）》教材

，以便于学生跟随教学进度进行学习和复习。

- 提前为学生准备教材的复印材料，特别是本节课涉及的重要图表和案例，以便于

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方便地标注和记录。

2. 辅助材料：

- 图片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区域图片，如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发达与欠发

达地区的对比图片，以便于学生直观地感受区域差异。

- 图表资源：准备区域类型的分类图表，如自然区域、行政区域、经济区域等类型

的分布图，以及区域差异的统计图表。

- 视频资源：选取相关的教学视频，如区域发展纪录片、区域规划案例介绍等，用

以增强学生对区域发展问题的理解。

- 网络资源：利用互联网资源，如在线地图、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等，为学

生提供更多样化的学习材料。

3. 实验器材：

- 如果本节课涉及实地观察或模拟实验，需要准备相应的实验器材，如地形模型、

气候模拟器、地图测量工具等。

- 确保实验器材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提前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并为学生提供必

要的安全指导。

4. 教室布置：

- 分组讨论区：根据教学活动需要，将教室划分为几个小组讨论区域，每组学生能

够围坐在一起进行交流讨论。

- 实验操作台：如果进行实验操作，需要设置实验操作台，确保每个小组都有足够

的空间进行实验活动。

- 投影设备：准备投影仪和屏幕，用于展示教材内容、图片、图表和视频等辅助材

料。

- 教学板书：准备黑板或白板，用于板书教学重点、难点以及学生的讨论成果。

5. 教学软件和工具：

- 准备教学软件，如 PowerPoint、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等，用于辅助教学演示和分析

。

- 提供在线学习平台或教育 APP，以便于学生在课后进行自主学习和互动交流。

6. 学生作品展示区：

- 设置一个学生作品展示区，用于展示学生在课堂上的成果，如区域分析报告、地

图绘制作品等。

7. 教学评估材料：

- 准备课堂练习题、课后作业和测试题，用于评估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掌握程度。

8. 教师备课资料：

- 整理本节课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案例和参考资料，确保教学内容系统、

连贯。

9. 互动交流工具：

- 准备一些互动交流工具，如问答器、投票器等，用于课堂上的即时反馈和互动。

10. 教学反馈材料：

- 准备教学反馈问卷或表格，用于收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不断



优化教学方法和内容。



教学过

程

1. 导入新课

- （教师）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地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今天我们

将进入一个新的章节——区域的含义和类型。请大家先回顾一下，什么是地理区

域？它有什么特点？

- （学生）地理区域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的，具有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地理空间。

2. 教学目标明确

- （教师）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有三个：首先，理解区域的含义；其

次，学习区域的类型；最后，探讨区域差异的表现和成因。接下来，我们将逐一

完成这些目标。

3. 区域含义的探究

- （教师）我们先来探讨区域的含义。请大家打开教材第 X 页，阅读“区域的含义”
部分。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划出区域定义的关键词，并思考区域的特征。

- （学生）阅读教材，划出关键词并思考。

- （教师）好，谁来分享一下你的阅读心得？

- （学生）区域是由某些特征确定的，这些特征在区域内部具有一致性，而在区域

之间具有差异性。

4. 区域类型的讲解与讨论

- （教师）接下来，我们学习区域的类型。请大家看教材上的图 X，这里展示了不

同类型的区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特点。

- （学生）观察教材图表，了解不同区域的特征。

- （教师）现在，我想请大家分成小组，每组选择一种类型的区域，讨论这种区域

的特点和划分标准。

- （学生）分组讨论，记录讨论成果。

5. 区域差异的表现与成因分析

- （教师）讨论结束后，每组请派一名代表来分享你们的讨论成果。接下来，我们

将分析区域差异的表现和成因。请大家阅读教材第 X 页的相关内容，并思考以下

问题：区域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 （学生）阅读教材，思考问题。

- （教师）好，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答案。

- （学生）区域差异表现在自然、人文和经济等方面，成因包括自然条件、历史文

化、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

6. 案例分析

- （教师）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域差异，我们来分析一个案例。请大家看教材第 X 页

的案例，这是一个关于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差异的案例。请大家阅读案例，并

找出案例中提到的区域差异的表现和成因。

- （学生）阅读案例，找出差异表现和成因。

- （教师）谁来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 （学生）案例中提到了东、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等方

面的差异，成因包括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政策支持等因素。

7. 总结与拓展

- （教师）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了解了区域的含义、类型和区域差异的表现及成

因。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来解释我们所在地区

的区域特征？

-



 （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

- （教师）很好，接下来请大家结合我们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尝试撰写一份关于

本地区区域特征的简短报告。

- （学生）撰写报告。

8. 课堂小结

-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区域的含义、类型和区域差异的表现及成因。通过案例

分析，我们了解了如何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继续深

入思考，并尝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

- （学生）总结课堂所学，准备课后复习。

9. 布置作业

- （教师）最后，请大家完成以下作业：根据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选择一个你感

兴趣的区域，研究其特征和差异，并撰写一份研究报告。

- （学生）接受作业任务，准备课后研究。

10. 结束语

- （教师）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

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地理素养。下课！

- （学生）下课！

知识点

梳理

1. 区域的含义

- 区域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按照特定的标准或特征划分出的具有相对一

致性的地理单元。

- 区域的特征包括：连续性、差异性、层次性和动态性。

- 区域的划分标准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文的，或者是两者的综合。

2. 区域的类型

- 自然区域：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划分的区域，如气候区、水文区

、植被区等。

- 行政区域：根据国家行政区划划分的区域，如省、市、县等。

- 经济区域：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划分的区域，如经济特区、自

由贸易区等。

- 文化区域：根据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相似性划分的区域，如汉族文化区、藏族

文化区等。

3. 区域差异的表现

- 自然地理差异：包括气候、地形、水资源、土壤类型等方面的差异。

- 人文地理差异：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

异。

- 综合地理差异：综合考虑自然和人文因素，如区域发展水平、区域竞争力、区域

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差异。

4. 区域差异的成因

- 自然条件：地形、气候、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 历史文化：历史演变、文化传承等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有直接作用

。

- 政策因素：国家政策、地方政策等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5. 区域发展的案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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