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说课稿[样例 5] 

第一篇：巴西说课稿 

巴西说课稿 

一、说教材 

本节教材是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的内容，巴西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国

家，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氛围都是极具特色，同时也是如何协调

人地关系的一个范例，所以本节在初中地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了解

巴西就等于了解拉丁美洲，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缩影。 

二、说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读图说出巴西的地理位置、主要地形区及主要气候特征。②了

解巴西的自然环境特点。2.过程与方法： 

学生利用课下时间搜集有关巴西的一些地理资料，在课堂中用创

设情境的方法引导学生走进课堂，走进文本，采取小组讨论探究的方

法突破重难点。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和树立正确的环

保意识。4.教学重难点： 

巴西的地理特征与自然环境。 

三、说学法 

按照新课标要求学生能在学习中做学习的主人，自主地学习，并

能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思考解决问题，初一学生求知欲强，通过合作学

习解决难点。 

四、说教法 

整堂课贯穿学为主，教为辅，思练结合的方式，体现合作精神，

循序渐进的问题引导，使学生学有所得，培养学习地理的兴趣 

五、说设计理念 

本课的设计是根据《课标》的要求和地理新课程的理念：地理的

学习要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经历与分配激

发学习地理的兴趣，培养学习地理的能力，以及主动积极探究地理问

题的能力，本课通过创设情境，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



积极探究并解决文中难点。 

六、说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①神秘的热带雨林风光，足球王国，今天要去看下一站的美丽风

光，这个充满了神奇与诱惑力的地方是哪里呢？——巴西 ②你们对它

多了解呢？ 

设计意图：以谈话导入的方式中引起学生的兴趣，并提出质疑，

培养学生勇于质疑的精神。符合初一学生的认知规律。也可以从学生

的口中得知他们对巴西的了解情况，为学习做好准备。 

（二）了解巴西概况 

欣赏巴西的桑巴舞和足球片段并思考：为什么足球加桑巴舞就等

于巴西？ 

设计理念：教学由浅入深，问题的针对性循序渐进，环环相扣。

让学生在不断探索中发现问题并解决。 

（三）创设情境释疑 

①多媒体播放世界地图，观察巴西所在的大洲，进一步观察地图，

了解巴西的地理位置，看完图片后，让学生结合书中内容，小组里自

由解说图片，推选优秀的解说员再次结合图片介绍巴西的地理位置。

②多媒体播放巴西地形图，让学生找出主要的地形（亚马孙平原和巴

西高原），通过幻灯片展示，让学生了解巴西的气候类型。 

③通过阅读图，了解巴西人种的结构特点，与巴西的独特的地域

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进一步了解巴西的独特的文化，如：桑巴舞，

狂欢节，足球。 

设计理念：通过小组的合作学习探究，使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中，

做学习的主人，并且多媒体的展示与解说也符合初一学生的认知特点，

激发学习学习地理的兴趣。 

（四）小结。 

（五）板书 

1、地理位置： 

半球位置：南半球、西半球。 



纬度位置：大部份国土位于赤道和南回归线之间，属于热带地区 

海陆位置：位于南美洲东部，东面濒临大西洋。2：自然环境： 

地形与气候：亚马孙平原（1/3）-------世界最大的平原——热

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 

巴西高原(2/3)----------世界最大的高原——热带草原气候（干湿

两季明显） 

河流：亚马孙河，世界流域面积最广，第二大河 

伊泰普水电站，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由巴西和巴拉圭两国共同建

立。 

3、人种与文化： 

人种：混血种人多。白种人占一半，黑白混血人种占 40％，黑种

人占 6％，还有印第安人和华人，日本人等。 

文化：狂欢节，桑巴舞，足球。 

六、拓展练习 

设计理念：针对本节内容适时拓展练习，达到巩固的目的。 

反思：地理课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也是一门让你足不出户就可

以到处旅行的课程。这一节课讲的是巴西，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方法，

对教材内容一一讲读，就会枯燥。因此，在教学设计中让学生自己结

合配以多媒体图片以及书中内容，激发学生求知兴趣，促使学生主动

思考，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效率。地理新课程要求建立学习结果与学

习过程并重的评价机制。在本节的教学过程中还注重体现教给学生学

习地理的方法，比如了解巴西地理概况，先问学生分析一个国家的地

理概况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集大家的意见总结出适合的方法 

第二篇：巴西说课稿 

世界足球王国——巴西的说课  

一、说教材 1.说教材地位与作用 

本节教材是人教版初中《地理》七年级下册第九章西半球的国家

中重点介绍的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过程、社会背景、文化特点基

本上代表了拉丁美洲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现状，了解认识巴西就等于了

解拉丁美洲。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缩影。 



2、说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读图说出巴西的地理位置、主要地形区及主要气候特征。②了

解巴西的自然环境特点。2.过程与方法： 

学生利用课下时间搜集有关巴西的一些地理资料，在课堂中用创

设情境的方法引导学生走进课堂，走进文本，采取小组讨论探究的方

法突破重难点。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对亚马孙地区开发中大规模毁林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激

发环境忧患意识，懂得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人类活动协调发展的必

要性。4.教学重难点： 

巴西的地理特征与自然环境。 

二、说教学设计理念 

本课的设计是根据《课标》的要求和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地理的

学习要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的经历与分配

比例出发，激发学生对地理问题的兴趣，培养地理学习能力，鼓励积

极探究。”本课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意

在使学生经历探索、体验成功，增强学好地理的信心，形成应用意识、

创新意识。 

三、说教法 

整堂课学为主，教为辅，通过自主学习、多媒体演示、活动探究、

归纳推导等方法使学生学有所得，培养学习地理的兴趣 

四、说学法 

按照新课标要求学生能在学习中做学习的主人，自主地学习，并

能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思考解决问题，初一学生求知欲强，通过合作学

习解决难点。 

五、说教学过程 

1、引入新课 

课件 1：滚动播放巴西足球、狂欢节的画面，并配以欢快的桑巴舞

曲，屏幕的左右上角分别为巴西国旗和国徽的图案。由课件 1 引入新

课。 

2、了解巴西概况 



出现南美洲政区图、地形图、气候图、矿产资源图。 

3、创设情境释疑 

①多媒体播放亚马逊平原和巴西高原两地，看完图片后，让学生

结合书中内容，小组里自由解说图片，推选优秀的解说员再次结合图

片介绍这两个地方的特点。 

②出示问题，小组讨论 

（1）刚才我们一起游历了哪两个地方？它们分别有哪些珍奇的动

植物资源？ 

（2）亚马逊河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大的河

流？（3）草原上的纺锤树为有如此奇特的外形？ 

（4）掠夺式的迁移农业和跨国公司的乱伐森林，使得雨林正在遭

受破坏，这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威害和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设计理念：通过小组的合作学习探究，使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中，

做学习的主人，并且多媒体的展示与解说也符合初一学生的认知特点，

激发学习学习地理的兴趣。 

（四）小结。 

（五）板书 

1、地理位置： 

大部份国土位于赤道和南回归线之间，属于热带地区。2：主要气

候： 

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和热带草原气候（干湿两季明显）。 

3、主要地形： 

平原：亚马逊平原，占巴西陆地总面积的1/3。高原：巴西高原，

占巴西陆地总面积的 2/3。 

4、主要河流： 

亚马孙河：最大的河流，世界第二长河，仅次于尼罗河。巴拉拿

河：世界第五长河。 

六、拓展练习 

1.南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是（）A 阿根廷 B 智力 C 巴

西 D 墨西哥 2.巴西的地形主要是（） 



A 山地和丘陵 B 平原和高原 C 平原和山地 D 盆地和高原 3.巴西热

带雨林被毁的主要原因是（） 

A 森林火灾 B 居民烧柴 C 森林虫灾 D 垦荒和滥伐 4.亚马孙河发源

于______,河流流向_________,注入________.设计理念：针对本节内容适

时拓展练习，达到巩固的目的。 

反思：地理课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也是一门让你足不出户就可

以到处旅行的课程。这一节课讲的是巴西，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方法，

对教材内容一一讲读，就会枯燥。因此，在教学设计中让学生自己结

合配以多媒体图片以及书中内容，激发学生求知兴趣，促使学生主动

思考，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效率。地理新课程要求建立学习结果与学

习过程并重的评价机制。在本节的教学过程中还注重体现教给学生学

习地理的方法，比如了解巴西地理概况，先问学生分析一个国家的地

理概况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集大家的意见总结出适合的方法。 

第三篇：湘教版初中地理巴西说课稿 

七年级下册第三章第六节《巴西》说课稿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上午好： 

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是湘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三章第六节巴西的教学

设计。 

下面，我将分别从设计理念、学情分析、教材分析、教法和学法

设计、教学过程设计、教学评价设计、板书设计等七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设计理念 

新课程标准提倡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课程要面向学

生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教学设计要体现探究学习的理念，鼓励学

生通过探究学习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师的诱导作用，通过创设学习情景，引领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

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分析地图找规律，探究问题引资料，并能够运用

比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实现地理学习方式的转变。 

二、学情分析 

初一年学生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求知欲强，好胜心切，在接受

知识上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乐于接触有趣的感性知识，对知识



的认识呈现出单一和绝对的特点。并且乐于参与教学，善于想象，有

一定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探究的精神。在以往的地理学习中，发现

学生对国家的学习比较感兴趣。也通过前五个国家的学习掌握了一定

的学习国家地理的基本方法。但综合分析各地理事物件相互关系的能

力还较弱，所以在本节课的学习中，结合学生的年龄和个性特点，注

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层次，充分利用教材丰富的教学资源，精心

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探究性问题，引导学生读书、读图进行自主、

合作学习，探究新知。 

三、教材分析 

（一）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本节教材是七年级下册第三章“走进国家”中重点介绍的一个国

家，它的经济发展过程、社会背景、文化特点基本上代表了拉丁美洲

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现状，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缩影,了解认识巴西就等于

了解拉丁美洲。巴西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氛围都是极具特色，同

时也是如何协调人地关系的一个范例。教材对巴西的编排在两个方面

仍延续了前面介绍几个国家的编写体例：首先，在对国家的介绍上不

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这个国家特有的自然环境特征及经济发展特点；

其次，充分注意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密切结合，把人与环境的关系

作为贯穿这一节的主线，为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各地理事物间相互关系

的能力创造条件。对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人地观，形成因地制宜发展

经济等可持续发展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二）教学目标的确定 

巴西这节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亚马孙平原与亚马孙河、发展迅速

的经济、人口与城市。以巴西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

强调了热带雨林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结构特点

及学情，我设计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知道巴西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南美经济最发达

的国家。 

（2）能指图说出巴西的地理位置，首都和主要城市。 



（3）学会结合巴西地形、气候特点分析亚马孙河水量大的原因。 

（4）能说出巴西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在对亚马孙地区开发中大规模毁林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激

发环境忧患意识，懂得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人类活动协调发展的必

要性。 

（2）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小组合作，形成积极思考与乐

于探究的学习态度；学会倾听与尊重。 

3、过程与方法： 

通过读图、绘图、填图、析图，讨论、阅读的过程中认识巴西的

地理位置、面积、地形、气候等自然地理特征、经济特征和人文特征。

培养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意识，提高综合分析地理问题的能力，进

一步掌握学习国家地理的一般方法。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确定及突破方法 

1、重点：巴西自然地理环境，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危机 

①巴西自然地理环境独特，而且对巴西人口和城市的分布、工农

业的发展与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巴西的人文

地理和经济地理，认识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我确定“巴西自

然地理环境”为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教学中突出这一重点的方法是：运用地图进行探究学习，读图、

看图、画图、议图，让学生多次“接触”地图，感知地图，学习和掌

握巴西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 

②亚马孙热带雨林是世界最大的雨林，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环

境效益，它的合理开发与保护意义重大。所以，“亚马孙热带雨林的

危机”确定为本节课的另一个重点。 

教学中突出这一重点的方法是：媒体展示亚马孙热带雨林被破坏

的图片，并结合资料，让学生直观感受，引起关注。 

2、难点：亚马孙河流域的开发与保护 

亚马孙河流域资源丰富，有世界最大的雨林，有着极大的经济价



值和环境效益，开发与保护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争议不断。所以，

确定为本节课的难点。 

教学中突破这一难点的方法是：角色扮演，小组合作，讨论交流。 

四、教法和学法设计 

1、教法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合作者，为学生的动手实践、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提供机会，搭建平台。师生互动，共同发展。基

于这一理念，我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启发、引导法：整节课主要贯穿“学为主体、教为主导、思

练结合”的教学思想，让学生独立自主亲身参与、体验教学活动的全

过程。教师注意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恰当引导，学生从不断演

示中观察问题，探究现象，解决问题。 

（2）图示法：结合地理学科特点，运用地图进行探究学习。在本

节课的学习中，引导学生动手画图，动眼看图，动口议图，把知识落

实到图上，强化对地图的认识，让地图变成学生学习地理的熟练“工

具”和“朋友”。 

（3）情景教学法： 

①运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奋点，

唤起强烈的求知欲，强调重点，攻破难点。增大教学容量，提高教学

效果。 

②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观察问题，探究现象，解决问题过程

中获得知识，提高学习能力。 

2、学法： 

（1）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综合分析获取新知，提高学习能力。 

（2）动手画图，动眼看图，动口议图，图文结合，把知识落实到

图上，强化对地图的认识。 

（3）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理解和记忆。 

（4）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日常生活经验，积极思考，培养能力。 

五、教学过程设计 

根据教学设计理念，教材内容，课程标准和学生情况，本节课教



迁移”的因果层次关系进行安排，按五个环节进行教学。 

具体教学过程设计如下： 

【创设情境 

引入新课】 

第一步：说出巴西三怪，学生来猜这是哪个国家 

（设计意图：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疑中生奇，疑中生趣，激发

好奇心，产生探究新知识的主动性。） 

【合作交流 

探索新知】 

一、巴西的自然环境 

1、巴西的面积和地理位置 

活动一：比较分析、温故知新，认识到巴西是南美洲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国家。 

①课件展示“世界政区图”和下表，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得出结论：

巴西是南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②大家还能说出几个面积、人口比巴西大的国家吗？ 

（设计意图：锻炼学生观察比较的能力及根据资料获取知识信息

和知识迁移的能力） 

活动二：动手绘图，动眼观察，描述巴西的地理位置 

①学生画一幅巴西轮廓图，并在自己画的轮廓图中填出赤道、南

回归线、大西洋。 

②课件展示：突出赤道、南回归线，大西洋的名称，引导学生读

图归纳巴西的位置特点：绝大部分位于南半球、热带，东部濒临大西

洋。明确巴西是热带面积最大的国家。 

（设计意图：调动学生的五官，动手画、动眼看、动口说，培养

学生的绘图能力、图文结合分析地理问题能力、自我表现能力及全体

学生的参与意识。） 

2、巴西的自然环境 

活动一：观察对比，感受巴西南北的环境差异 



（A）和巴西高原（B）两地。媒体展示两地的景观图片。然后学生说

出刚才我们去了 A、B 两个地方分别是哪里？是什么景观？A 地区的那

条河是什么河？指导学生在自己绘制的图中填注出这两个地形区的名

称，画出这条河并填出名称。 

(设计意图：设置情境，令学生如临其境，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巴

西东南部与西北部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激发学习兴趣，产生探究欲

望。) 

活动二：合作探究，讨论亚马逊河水量特别丰富的原因 

教师简介亚马孙河，组织学生小组合作，结合巴西地形图和气候

图讨论亚马逊河水量特别丰富的原因。 

（设计意图：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学会结合亚马孙河流经地区

的地形和气候，由“因”推“果”，探究地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体验问题的解决过程。） 

活动三：角色扮演，讨论亚马孙热带雨林该如何开发和保护 

课件展示亚马孙热带雨林的面积及其经济价值，其丰富的资源对

环境所起的作用及其所遭到的破坏。把全班同学分小组，分别代表当

地居民、政府官员、开发商、世界环保组织官员，讨论以下问题：亚

马孙热带雨林该如何开发和保护呢？然后选出代表发言。 

（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再现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破坏情景，变抽象

的知识为形象具体，刺激学生的感官，给学生强烈的震撼，激发起他

们的环保意识。在交流和体验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迅速发展的经济 

活动一：阅读课文，自主探究，了解巴西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工农

业特点 

媒体展示问题式的学习纲要，组织学生阅读课文自主完成。然后

交流。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从材料中提取知识信息的

能力） 

活动二：前后联系，分析讨论，巴西发展经济有哪些有利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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