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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近年來，隨著基本學力要求的推進落實，課堂教學模式不斷推陳出新，出

現了議題教學、翻轉課堂、研究性學習、探究性學習、微課等新的教學組織方

式，甚至由於疫情的關係，出現云課堂等線上教學模式。課堂教學模式不是一

成不變的，它是由學生素質、教師的教學風格、教學配套管理，甚至是家長的

配合等諸多因子驅動的。暨所謂“教無定法”。但只要能體現“學生為主體，

教師為主導”這一教學理念的教學活動都能成為好的教學方法。 

筆者在初一地理教學實際中嘗試採用“自學、他評、自評（總結）”三個

步驟完成區域地理亞洲部分的教學，充分體現了“以學生為主體，以老師為主

導”的指導思想，培養了學生的“自學能力、思辯能力、表達能力”，構建出

“區域認知、綜合思維、地理實踐、人地觀念”地理核心素養體系[1-3]，達到了

比較好的教學效果。 

對於初一的學生而言，教師完全脫手，由學生自學來完成教學，要取得良

好的教學效果，難度很大。本次嘗試是在完成人教版七年級下第六章我們生活

的大洲——亞洲的基礎上，採用對比與類比的學習方法，以問題為導向[4]，不

斷替學生搭建腳手架，帶著完成日本、東南亞兩節教學內容。之後，印度的學

習再進一步，準備一系列的問題，以工作紙的形式發給學生，小組討論完成。

俄羅斯和中東的教學採用“自學、展示、提問、應答”步驟，以平時分為“誘

餌”， “統萬城築城方式”的組織方式完成。逐步 “撤梯子”，增加學生自主

學習的份量，發揮學生的能動性，直至學生利用課外時間自主完成亞洲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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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東南亞、南亞、北亞、西亞和中亞）的手抄報。完成手抄報只是基

礎。手抄報完成質量如何，部分同學並不能正確評價，甚至有極少數完成質量

一般，卻比較自負的同學興致勃勃跑來老師面前“邀功”。正如庫利所說，人

與人之間可以相互作鏡子，都能照出他面前的人之形象……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認

識，就像自己站在鏡子前面看到的一樣，而這面鏡子就是社會上其他人對自己

的認識與評價[5]。所以，本教案設計了他評與自評（總結）環節，給學生提供

自我觀察的機會，從而獲得自我感覺。學生在評價同區域的作品過程中，比較

自己的功課，在獲得自己功課的小組同學反饋中，自我分析和自我批評。最終

通過自學、他評、自評（總結）環環相扣的三環節實現超出基本學力[6]要求的

亞洲區域地理學習，並建立具有地理學科特色的學習方法和邏輯思維習慣。 

本教案設計包含日本、東南亞、印度、俄羅斯、中東、亞洲分區七個課

節，共 12 節課，每個課時 40 分鐘，與教參相比，最終使用的課時更短，學生

學習效果理想，更重要的是，扭轉幼小遺留下來的“老師=保姆”的刻板印

象，樹立為自己學習，當學習的主人的學習態度。 

在實際操作中，本教案的缺點是對於部分好動、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學生而

言，老師“放手”的時段，就是他們更“明目張膽”快樂玩耍時段，導致學習

效果較差，需要老師、家長合作矯正。區分不同學生特點、注重個體差異，採

用不同策略，強調發揮學生能動性，這正是本教案最大的特色。 

注 1  統萬城，公元 413年開始修建，由泥土夯制而成，至今仍屹立在陝西省榆林市無

定河北岸。統萬城修造时，以铁锥刺墙的方式来检验其坚固程度，凡铁锥刺城,入墙一寸者,

即属夯筑不合格,凡刺不进去,即属有意包庇。施工不力者和包庇者都得遭到酷刑或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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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總施教節數 15節 科目每週節數 2節 

施教日期 

（年/月/日） 

課節 課題名稱 課時

(分鐘) 

2021/04/9 

第一課節 

 

日本（一） 40 

2021/04/14 日本（二） 40 

2021/04/16 日本練習 40 

2021/04/21 

第二課節 

 

東南亞（一） 40 

2021/04/23 東南亞（二） 40 

2021/04/28 東南亞練習 40 

2021/04/30 

第三課節 

 

印度（一） 40 

2021/05/5 印度（二） 40 

2021/05/7 印度練習 40 

2021/05/12 
第四課節 

 

俄羅斯（一） 40 

2021/05/14 俄羅斯（二） 40 

2021/05/21 
第五課節 

 

中東（一） 40 

2021/05/24 中東（二） 40 

2021/05/28 第六課節 亞洲手抄報他評 40 

2021/06/04 第七課節 亞洲手抄報自評（總結） 40 

1) 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2) 如教學內容安排在非該科目的課節（如“早讀＂、“週會＂、“班務＂

等）進行，須於教學進度表中備註並解釋說明。 

3) 如個別課節的教育活動（如實地考察、參觀活動等）安排在非常規課堂

進行，須於教學進度表中備註並解釋說明。 

4) 課節是指該課在作品中的課節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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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運用地圖指出亞洲和太平洋、印度洋位置，指出亞洲主要國家——日

本、印度、俄羅斯及其東南亞和中東的主要國家所在的位置； 

2.概況以日本為代表的島國，印度、東南亞、中東等臨海國的自然特征； 

3.運用地圖指出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蘇伊士運河、聖彼

得堡等的位置，並說明世界主要海上航線對亞洲個區域產生的作用； 

4.能以方便麵與紅猩猩的故事為例討論東南亞熱帶雨林與與人類活動的關

係，探討雨林的保護； 

5.利用地圖指出亞洲各國的位置、方向和分佈，並能根據經緯線確定方位

和所處的半球（東西半球和南北半球）； 

6.利用分層設色地形圖說明亞洲個區域的地形概況； 

7.能利用圖表、數據和資料，分別說明亞洲個國地形、氣候、水文等地理

要素的特征，並能夠相互比較，從而討論區域地理要素的相互聯繫和影響； 

8.通過實例，說明地形、氣候、河湖等地理要素影響居民的生產活動、生

活活動和居民生活文化。 

9.了解日本地震、東南亞和印度乾旱洪澇形成原因，對人類生產和生活活

動的影響，並能提出相關災害的預防和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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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了解印度人口的特點，了解印度人口數量變化，比較人口過多和人口老

化對社會的影響； 

11.以東南亞為例，了解旅遊資源的開發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12.以俄羅斯為例，了解交通運輸影響經濟發展； 

13.以俄羅斯和日本為例，指出自然資源的分佈特征及開發狀況，了解資源

和經濟的關係 

14.以東南亞城市分佈在河流中下游和河口三角洲，指出河流對城市的形成

的影響 

 

二、主要內容 

1.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島國，與世界聯繫密切的工業，東西方兼容的文

化） 

2.東南亞（“十字路口”的位置，熱帶氣候與農業生產，山河相間與城市

分佈，熱帶旅遊勝地） 

3.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國，熱帶季風氣候與糧食生產，迅速發展的服務

外包產業） 

4.俄羅斯（橫跨亞歐大陸北部，自然資源豐富，重工業發達，發達的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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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東（“三洲五海之地”，世界石油寶庫，匱乏的水資源，多元的文

化） 

6.亞洲區域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人文環境）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教學理念的貫徹執行 

在教學實踐中，尤其是在中學低年級學生中通過“搭腳手架”和“撤梯

子”兩個相反的教學組織方式，引導學生逐步開展自主學習，達到很好的效

果。具體過程是，首先採用與之前所學亞洲位置和範圍和亞洲自然環境兩節對

比與類比的學習方法，以問題為導向，不斷替學生搭建腳手架，帶著完成日

本、東南亞學習。之後，以小組合作完成工作紙的形式，完成印度學習。再

後，組織學生自學備課，然後通過展示、提問、應答等步驟，以平時分為“誘

餌”，以“統萬城築城方式”的組織方式完成俄羅斯和中東學習。逐步 “撤梯

子”，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份量，發揮學生的能動性，直至最後學生利用課外

時間自主完成亞洲分區（東亞、東南亞、南亞、北亞、西亞和中亞）的手抄報

及其手抄報的他評和自評（總結）。 

Xmind，Kahoot，Excel等軟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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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亞洲區域或典型國家具有區位優勢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及其聯繫 

 

五、教學難點 

在引導低年級學生自學過程中，因為有大量的問答、小組討論甚至自學，

學生學習習慣不良、注意力不夠集中、天生好動或懶惰等，會造成自主學習階

段不知道要做什麼，敷衍了事，需要有耐心，不斷提醒甚至於班主任、家長溝

通督促。 

IPad和電腦功能上還是有一些區別，使得部分工作要學生回到家使用電腦

完成。 

 

六、教學用具 

Eclass平台——佈置、上交功課、分發材料等； 

Ipad——課堂登錄 Eclass、Kahoot、萬方數據庫，製作 PPT等； 

掃描儀——掃描手抄報； 

Excel，Word ，PPT，Xmind，圖片編輯等軟件； 

澳門圖書館萬方數據庫，澳門虛擬圖書館（澳門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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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施教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

求編號 

第一課節

（第七章

第一節日

本） 

 

日本 3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能在地圖上指出日本的地理位

置，領土組成和首都。 

2.能根據地圖描述日本的地形、地

貌特點，並通過地圖、景觀圖認識

到日本是一個多火山地震的國家 

3.運用地圖和其他資料，在認識日

本自然環境特點的基礎上，認識日

本與世界聯繫緊密的工業，分析日

本的工業發展特點及成因； 

4.了解日本東西方交融的文化 

A-1-1  

A-1-2  

A-1-8  

A-1-12 

A-2-7  

A-3-1  

B-1- 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

源 

第一節日本第一課時 
導入：上節課，了解了亞洲的自然環境，我們清楚了亞洲的地形

有如一隻熊掌，中高週低，河流像血管一樣由掌心（中央）流向手指

（周邊）（圖 1），請使用 Ipad，登錄 kahoot，搶答下圖（圖 2）1-

10 代表的地形。Kahoot 搶答截圖顯示（圖 3）。 

 
圖 1                                                            圖 2 

 

 

展示圖 

 

分發
Ipad 

登錄
Kahoot

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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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對於表現最好的三位同學表揚，並請他們仨人進行下一題的搶

答。 
請問下面四幅圖（圖版Ⅰ）都來源於同一國家，請問你認為是哪

個國家？你是如何判斷的？ 
圖版Ⅰ 

 
  

對，你猜的對，這是與我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下面我們

一起來了解日本。 
一、日本的位置和範圍 
1.半球位置 

首先，請看圖（圖 4）我們了解日本的位置和範圍 

 

 

 

 

 

 

 

 

 

 

 

 

 

 

 

展示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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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請說說日本屬於哪個大洲，在該大洲的什麼方位，位於什麼大洋

的什麼方位？ 
（答）在亚洲东部，是太平洋西北部的群岛国家。 
2.絕對位置（經緯度位置） 

請從課本 P14，圖 7.2 中找出日本的經緯度範圍（圖 5）。 

 
圖 5 

從日本的經緯度範圍，可知，日本國土大部分位於北回歸線到

45°N 的 北溫帶。是一个国土呈东西方向延伸的岛国。 

3.相對位置 

請讀圖（圖 6）填空完成亞洲的相對位置 

展示

圖， 

 

 

 

 

 

 

 

 

 

 

 

 

 

 

問答 

 

 

 

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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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日本東部瀕臨太平洋，西北部隔日本海與俄羅斯、中國、朝鮮及

韓國相望，西南隔東海與中國相望。 
5.範圍 

請在課本 P14，圖 7.2 上圈出圖 7 中 A-G 代表的地理事物。 

 
圖 7 

日本国土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主要的岛

屿组成，是一个岛国。首都是東京。 

6.日本的海岸線 

描圖：課本 P14，圖 7.2 描日本的海岸線，說說日本海岸線有什

麼特點？這種特點對日本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 
（答）引導學生歸納出日本海岸線曲折，多優良港灣。 
           引導學生討論，得出海岸線曲折對漁業、造船業、海上運

輸和對外經濟聯繫十分有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靠海吃海，如

活動，

地圖上

找出日

本的鄰 

國 

 

 

 

 

 

 

 

 

 

 

 

 

 

 

 

 

活動，

讀圖圈

出日本

組成 

 

 

 

 

 

 

 

 

 

 

 

活動 

描繪日

本海岸

線，歸

納海岸

線特

點，思

考其對

日本經

濟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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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吃”——利用海洋。） 
二、日本的地形及日本多火山、地震（成因） 
1.日本的地形 

問題 1：日本地形主要是山地和丘陵 

問題 2：日本最高山是富士山 

問題 3：日本平原狹小，分佈多在沿海，最大平原關東平原。 

点拨：我们澳门是由澳门半岛和路环氹仔两个岛屿组成，请大家

想想澳门的地形特征。澳门半岛中部是由青州山、望厦山、螺丝山、

馬交石山、东望洋山连线组成。日本是一个岛国，符合岛的地形基本

特征：中部高由山地、丘陵组成，周边低由平原组成，并且平原面积

还笔记狭小。（圖 8） 

 
 

圖 8 

2.日本地形成因 

完成 P16 活動，运用板块构造学说的原理解释日本多火山地震的

原因（圖 9） 

 
圖 9 

 

 

 

展示圖

片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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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複習板塊構造學說的主要內容，觀察日本的位置）日本

位於太平洋板塊與亞歐板塊交界地帶，此地帶多火山地震（圖

10），是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的一部分。 

 
圖 10 

討論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影響 
有利（圖 11）：火山灰是肥沃的土壤，有利於農業生產。 

          火山非活動期間，可以開闢為旅遊地和科研基地。 

 
圖 11 

不利：生命財產損失 
日本應對地震的措施 
1.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大家對發達國家的建築的看法如何？ 

學生討論 
展示日本的民居。（圖 12） 

 
圖 12 

請問圖中日本建築的材料是什麼？ 
木材 
請問木質的結構與鋼筋水泥材質的建築相比，對於地震有何優

 

 

 

 

 

 

 

 

 

 

 

 

 

 

討論 

展示圖

片 

 

 

 

 

 

 

 

 

 

 

 

 

討論 

 

展示圖

片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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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引導：木質的結構與鋼筋水泥材質的建築相比更輕，更不容易

塌，對於應對地震更具有優勢。 
目前科學技術條件，地震還無法預測，可以提供若干秒時間的預

警，討論：如果現在，澳門發生地震，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看看，

日本小學生是如何做的？（圖 13） 

 
圖 13 

引導：平時進行防震演習，採用正確的方法，可以減輕地震帶來

的損失。 
活動：現場演示地震來臨，正確做法。 
小结： 
與我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是一個島國，所以： 
1.經緯度範圍大，但國土狹長 

2.主要由四個大的島嶼組成 

3.地形中高周低 

4.太平洋板塊和亞歐板塊擠壓——多火山地震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日本第一課時》 

3.請以小組為單位，找找家裡產於日本的產品（電子產品、汽

車、手錶、廚衛），並記錄下來，下節課向大家匯報。 
 

 

第一節日本第二課時 
導入：看完了大家 “今天我學到什麽” 的總結，大家寫了很

多，xx、xx 等同學完成得很好。我想考考大家，請大家思考進一步思

考，只用兩個字歸納日本，你會用什麽字？ 
引導：“島國” 
活動：請各小組代表說說你們小組找到的產於日本的工業產品。 
歸納：從各組同學的匯報，我們可以看出，每組同學的家裡都有

大量的產於日本的產品，甚至我們教室也有——Epson 投影儀。我們

看看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圖 14），大家結合上節課所學，分小組

討論日本為什麼把眼光瞄準海外市場？ 
引導：日本——島國——國土面積小——資源少——大量进口原

料（煤铁石油），图 14、15 幫助理解。 

討論 

 

 

 

 

 

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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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播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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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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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圖 15 

日本——島國——市場小——大量出口工業製成品（科學技術和

勞動力資源優勢），圖 15 幫助理解。 

   總之：加工貿易為主的經濟，這是一種“兩頭在外”的經濟模

式。為了適應這種模式，日本工業需要佈局在什麼地方比較合適？ 
日本工業的分佈 
完成 P18 活動，歸納日本主要工業區分佈的特點。 

 
圖 16 

引導：日本主要工業區分佈在瀨戶內海和太平洋沿岸(圖 16)。 

討論：日本主要工業區分佈在瀨戶內海和太平洋沿岸原因，完成

下表填空。（圖 17） 

引導：“靠海吃海” 

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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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日本工業發展變化： 
引導：加工貿易為主的經濟是一種“兩頭在外”的經濟——進口

原料，輸出產品，其必然比在原料產地需要更多付出代價，比如運

費。所以原料更貴，產品也需要運輸，所以產品也比消費地生產更

貴，為何日本產品還能賣向世界各地呢？依靠的是勞動力和技術優

勢。我們經常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但是 20 世紀 80 年代，日本

工業發展面臨一系列問題，優勢不在，比如： 
二戰戰敗國——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提高 
                                     ——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 
                                     ——環境污染、土地緊張、國內需求減少 
討論：日本需要採用的對策？ 
引導：資金、技術優勢，建立海外的生產與銷售基地。比如豐田

在廣州建立廣州本田汽車有限公司（圖 18）。 

 
圖 18 

圖 19 反映了日本向外投資的流向，主要流向市場（歐洲、美

國、中國）和原料產地（澳大利亞、巴西）。 

 
圖 19 

活動：

完成邏

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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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化 

閱讀 P19，東西方兼容的文化，回答： 

民族：日本民族構成的特點是單一（單一/複雜），大和民族佔

絕對優勢。 
引導：分別從衣食住行來了解日本的文化（圖 20-22）。 

 
圖 20 

                      節日                                                  平時 
（和服——民族傳統色彩）             （西服——西服氣息） 

東西文化兼容 

 
圖 21 

和食                                         漢堡、薯條 
（日本特色菜餚）                             （美式快餐） 

和食與“洋”快餐並存 

 
圖 22 

大阪傳統建築                              札幌西式住宅 
和屋與“洋”房並存 

總之東西方文化並存。 
補充：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早在中国的唐朝，就多次派遣

 

閱讀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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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科学、文化、艺术。中国也曾派遣使者东渡

日本，传播建筑和绘画艺术，以及医学和宗教（圖 23-27）。 

 
圖 23 

引導：鑒真東渡 

 
圖 24 

引導：建築相似 

 
圖 25 

活動：猜猜此段文字含義。 
歸納：文字受漢語影響 

 
圖 26 

茶道：日本學習並改造中國唐朝的飲茶方法（擂茶），形成獨具

風格的茶道（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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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成年禮（冠禮）               相撲（起源中國漢代——素舞） 
討論：日本东西方兼容的文化，和自然环境有何关系？ 
引導：（島國）所處位置位於東西文化交匯點。 
小結： 
本節課主要從經濟和文化去兩方面了解日本的人文地理。經濟的

特點是“加工貿易為主”和文化的特點是“東西方兼容”。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日本第二課時》 

 

第一節日本第三課時 

展示、點評兩次“今天我學到了什麼”。（圖 28） 

 

 
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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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日本的主要知識網絡（圖 29）。（MIndmap 用 XMind 軟件

製作，截圖展示，後面章節同） 

 
圖 29 

練習講解——“討論後，答記者問” 

具體操作方式：答案公佈於 Eclass（有時會故意設置若干錯誤答

案），由學生分組對完答案，討論之後提出問題並現場解答。

（Eclass 界面截圖展示，圖 30，練習答案及解析見附錄 1） 

 
圖 30 

課堂最後 3 分鐘，請學生拿出 Ipad，登錄 kahoot，搶答下列題

目，檢測學生掌握情況。 
1．下列关于日本地形的表述，错误的是(        )     

A．日本境内多山，3/4 是山地和丘陵 

B．平原分布在岛屿中间                   C．关东平原是最大的平原 

D．日本最高山为富士山，它是一座活火山 

2．日本最大岛（          ） 

A 北海道     B 本州    C 四国     D 九州 

3. 讀圖（圖 31）判斷 3 代表的地理事物為 

Min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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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A 北海道              B 本州                     C 四国                 D 九州 

4、日本的经济特色是（          ） 

A 出口型经济                                      B 进口型经济 

C 进口- 加工-出口型经济                   D 以上都不是 

5、日本地形类型是（         ） 

A 平原和高原       B 山地和丘陵         C 盆地和山地       D 丘陵和平原 

6、日本的经济主要以（         ）为主 

A 钢铁工业           B 加工贸易            C 服装制造           D 原料、燃料 

7、日本的工业主要集中在（         ） 

A 日本海沿岸                                     B 关东平原一带     

C 太平洋沿岸 濑户内海沿岸              D 九州岛和北海道岛 

8、日本发展经济最有利的自然条件是（     ） 

A 煤铁资源丰富    B 气候温和湿润    C 地形多种多样    D 多天然良港 

9、日本的主要农作物（        ） 

A 水稻                  B 小麦                 C 棉花                  D 玉米 

附：kahoot 截圖，圖 32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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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實施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第二課

節（第

七章第

二節東

南亞） 

東南

亞 

3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在地圖上找出東南亞的位置、範

圍、主要國家及首都，說出東南亞地

理位置的特點和重要性； 

2.掌握東南亞的氣候特點以及氣候對

該地區農業生產和生活的影響 

3.根據地圖，了解中南半島城市分佈

特點，分析河流對城市分佈的影響 

4.分析東南亞發展旅遊業的優勢 

A-1-1  

A-1-5  

A-1-6 

A-1-8 

A-2-2 

A-2-7  

A-2-8 

A-2-

10  

A-4-1  

B-1- 5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第二節 東南亞第一課時 

複習導入：日本是我國一衣帶水的島國。下圖的字母代表日本的

島嶼，周邊的海洋及其首都，請填出。（圖 33） 

 
圖 33 

一、東南亞的位置 
學完了位於我國東部日本，我們再來研究下位於我國南部的東南

亞。 

 

PPT

展示

練習

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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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觀看 P22 圖 7.20，填上東南亞所處的經緯度範圍，並補上 20°

S 和南回歸線。從緯度來看，東南亞地跨南北半球，赤道橫穿，幾乎都

處於熱帶區域；從經度來看，東南亞處於東半球。（圖 34） 

 
圖 34 

東南亞地處亞洲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十字路口”

位置，咽喉是馬六甲海峽。仔細閱讀 P22 圖 7.19，找到 東南亞，並且

在圖上合適的位置填上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圖 35） 

  
圖 35                                                      圖 36 

東南亞主要由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兩大部分組成。請在 P22 圖

7.20 上圈出中南半島、馬來群島（展示圖 36，幫助學生圈出東南亞的

組成）。東南亞和我國關係密切。中南半島英文是 Indochina 

Peninsula。可以“拆解”為 Indoor China Peninsula，要來西方人要進

入中國的大門，就要先經過中南半島。 

然後，重點在 P22 圖 7.20 上，找到馬六甲海峽所在位置。簡述

“馬六甲海峽”在世界航運的重要地位。 
引導：位於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之間，連接南海和印度洋。是

連接歐洲、非洲、西亞和東南亞、東亞、大洋洲最短航線的必經之

地。（圖 36、37，幫助理解）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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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小組活動並導入下一小節：請個小組討論，用最少詞歸納概括東

南亞的位置。 
引導：“熱帶”、“ 咽喉”等是學生的歸納。 
通過引導學生從跨緯度範圍來看，東南亞處於熱帶。來承轉下一

節。 

二、熱帶氣候與農業生產 

請問你會如何描述東南亞的氣候？（提示：查閱 P10 圖 6.13 和筆

記，展示圖 38 幫助理解） 

熱帶雨林氣候：全年高溫多雨 
熱帶季風氣候：全年高溫，分為乾濕兩季。 

 
圖 38 

在此氣候條件下，東南亞適合什麼樣的農作物生長？ 
糧食作物 

 
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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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P23-24 熱帶氣候與農業生產，回答下面三個問題： 

1.東南亞哪些國家盛產稻米，是重要的稻米出口國？ 

泰國、越南、緬甸是重要的稻米出口國。 
2.東南亞盛產稻米的原因，有什麼優勢條件？ 

水稻生長喜高溫多雨，單位面積產量較高，水稻需要精耕細作，

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 
東南亞正好滿足這些條件：氣候高溫多雨；人多地少——有大量

的勞動力 
所以水稻成為當地的主要糧食作物，也喜歡吃大米飯。 
東南亞除了盛產稻米，還是重要的熱帶經濟作物生產基地。一起

來認識主要的熱帶經濟作物。（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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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完成活動——連連看。 

 
討論：假設你們是馬來西亞國家的首相，在考慮發展本國的經

濟，尤其是農業，你會如何做？ 

閱讀 P25 活動——方便麵與紅猩猩的故事，探討如何協調農業生

產與東南亞熱帶雨林保護的關係，領悟人地和諧觀。 
討論：身邊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費行為如何影響澳門的野生動植

物。討論環境保護從身邊做起的具體措施。 
小結： 
本節課我們了解了東南亞的位置。東南亞緯度低，位於熱帶地

區。氣候是熱帶雨林（季風）氣候。因此，東南亞各國都盛產稻米，

熱帶經濟作物。東南亞處於亞洲和大洋洲之間，馬六甲海峽溝通印度

洋和太平洋，處於“十字路口”的位置。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東南亞第一課時》 

3.請以小組為單位，調查組員（家人）是否去過東南亞旅遊，去過

哪些國家（城市），準備下節課給大家展示你認為最靚的景點照片？ 
 

 

第二節東南亞第二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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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組評選後匯報本組最靚的三個景點照片。 

每展示完一個小組，請小組成員快速在東南亞政區圖（圖 41）指

出照片反映城市的國家、位置。如果所有的小組沒有提到緬甸仰光大

金塔、泰國曼谷水上市場、柬埔寨吳哥窟、越南下龍灣、新加坡魚尾

獅、印尼巴厘島，則展示上述景點圖片讓學生補充。 

 
圖 41 

板書：國家——城市——景點 
Eg：緬甸       仰光        大金塔 

2.個小組匯報完成後，P22 圖 7.20 上將所有板書出來的城市標註

出來。 

3. 觀察東南亞政區圖將主要國家的首都位置標註在 P22 圖 7.20

上。 
4.P22 圖 7.20 上找出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南河、湄公河、

紅河。歸納東南亞地形河流的特點：山河相間，縱列分佈，河流向南

流。 
5..引導學生將上述景點和首都位置與河流聯繫起來——城市位於

河流的沿岸、河口三角洲。 

6.討論：東南亞城市位於河流沿岸的有利條件和弊端。 

有利條件 弊端 

①地勢平坦 

②土壤肥沃 

③灌溉便利 

④交通便利 

⑤農業發達 

⑥人口稠密 

①洪澇災害 

②過量用水會造成生態問題 

③城市工業廢水和居民生活污水

會導致河流污染問題 

 

7.完成 P29 活動，討論東南亞成為出境旅遊目的地的優勢條件。

亞旅

遊景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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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引導東南亞是華人華僑分佈集中區） 
小結： 
本節課的內容與上節課是一脈相承的，基本上可以延續上節課所

學。 

東南亞——（位置）基本上在北回歸線和 10°S 之間——熱帶 

                          亞洲、大洋洲，印度洋和太平洋“十字路口” 
    ——（氣候）熱帶雨林和熱帶季風氣候（高溫多雨） 
    ——（農業）水稻、熱帶經濟作物 
    ——（河流）水量豐富+（地形）山河相間，縱向分佈，向南流 

    ——（城市）分佈在河流沿岸、河口三角洲（靠水吃水） 
    ——（旅遊勝地）熱帶風光 
位置決定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東南亞第二課時》 

 

           第二節東南亞第三課時 
展示、點評兩次“我學到了什麼”。（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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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回顧東南亞的主要知識網絡。（圖 43） 

 
圖 43 

練習講解——“討論後，答記者問” 

具體操作方式：答案公佈於 Eclass（有時會故意設置若干錯誤答

案），由學生分組對完答案，討論之後提出問題並現場解答。（答案

見附錄 1）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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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課堂最後 10 分鐘，現場搶答，耗時 3 分鐘左右。 

國家 首都 大河 主要農作物 旅遊景點 

越南 ①河內 ②紅河 茶、甘蔗、咖啡 ③下龍灣 

泰國 ④曼谷 ⑤湄南河 ⑥天然橡膠 ⑦水上市場 

緬甸 內比都 ⑧伊洛瓦底

江 

⑨甘蔗 ⑩(仰光)大

金塔 

老撾 ⓐ萬象 ⓑ湄公河 咖啡 萬象熱氣球 

柬埔寨 ⓒ金邊 ⓓ湄公河 香料作物 ⓔ吳哥窟 

新加坡 ⓕ新加坡 ——— ——— ⓖ魚尾獅 

菲律賓 馬尼拉 ——— ⓗ蕉麻、椰子 長灘島 

馬來西

亞 

吉隆坡 ——— ⓘ油棕 雙子星塔 

印尼 雅加達 ——— ⓙ椰子 ⓚ巴厘島 

 

佈置亞洲手抄報功課（課外時間完成）。 
展示上屆學生優秀亞洲手抄報功課，並提出功課要求。 

• 5 月 14 日 5:10 分前上交，迟交者 0 分计算 

• 主題：亚洲之 XX（北亚、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之

一） 

• 內容：選取亚洲的六大分区之一加以介紹，按照學號尾數確定

自己自己所做區域——1、7 北亚、2、8 东亚、3、9 东南亚、

4、0 南亚、5 西亚、6 中亚。 

• 要求：不少於 A4 纸 4 版； 

                  绘图，分析图分数更高； 

                  New idea 分数更高； 

                  没有常识性错误分数更高 

                  采用脑图或合理逻辑顺序组织，分数更高 

                  排版、字体、配色漂亮，分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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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施教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

求編號 

第一課節

（第七章

第三節印

度） 

 

印度 3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能在地圖上指出日本的地理位

置，領土組成和首都。 

2.能根據地圖描述日本的地形、地

貌特點，並通過地圖、景觀圖認識

到日本是一個多火山地震的國家 

3.運用地圖和其他資料，在認識日

本自然環境特點的基礎上，認識日

本與世界聯繫緊密的工業，分析日

本的工業發展特點及成因； 

4.了解日本東西方交融的文化 

A-1-1  

A-1-2  

A-1-8  

A-1-12 

A-2-7  

A-3-1  

B-1- 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

源 

第三節 印度第一課時 
複習導入：比較日本和東南亞兩節以及之前所學亞洲的位置範圍

和自然環境的邏輯體系（圖 45） 

 
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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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域地理可歸納成如下的邏輯串？ 
區域——位置——自然環境（地形、氣候、河流）——人文環境

（農業、工業、旅遊、城市、文化等）。緯度位置決定區域所處的溫

度帶，海陸相對位置決定氣候的降水特點，氣溫和降水即氣候最重要

的兩個要素，降水量與地形決定河流流量與流向，氣候、地形和河流

影響當地的農業，進而影響人口、城市、旅遊等人文環境。比如東南

亞主要出於熱帶，熱帶雨林和熱帶季風氣候為主，高溫多雨，農業也

就以水稻種植和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為主，再加上山脈為南北走向，所

以東南亞山河相間，人口城市主要分佈在河流沿岸或河口三角洲。理

解了這條區域地理學習的邏輯串，學習可以事半功倍。 
按照此體系我們以小組為單位，合作完成印度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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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部分學生完成後，小組推選代表，說出答案。 
展示圖 46，幫助理解印度的位置（北半球、東半球，亞洲南

部）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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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圖 47，幫助理解印度的位置和地形 

 
圖 47 

展示圖 48，幫助理解印度地形特點 

 
圖 48 

展示圖 49，幫助理解印度氣候類型 

 
圖 49 

展示圖 50，幫助理解印度氣候成因 

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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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板書： 
冬季：（時間）每年 10 月到次年 5 月，盛行___東北_____風， 

風從____陸地______吹向____海洋______為____旱____季 

夏季：（時間）每年 6 月到 9 月，盛行_____西南________風， 

風從____海洋____吹向____陸地____為____雨_____季 

點撥：風水——因為颳風所以下雨（有海洋刮來的風，帶來水

汽，來到陸地落下。）季風——季節不同，風向不同。 
展示圖 51，幫助理解印度農業分佈 

 
圖 51 

引導：水稻喜溫喜濕，生長期間需要充足的水分供應，主要種植

于濕潤區域； 
小麥喜溫涼，比較耐旱，對水分要求相對較低，主要分佈半濕

潤、半乾旱區域。 
水稻主要分佈在恆河中下游平原和印度半島東西兩側沿海平原； 
小麥主要分佈在德幹高原和恆河中上游平原。 
水稻主要分佈在平原，小麥主要分佈在高原（海拔升高 1000m，

氣溫降低 6℃）； 

小麥主要分佈在半濕潤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降水總量多，但是風是流體，不穩定，當季

風來得早、退得晚、勢力強、會帶來洪澇（降水太多）；當季風來得

晚、退得早、勢力弱、會帶來乾旱（降水太少）。印度面臨的水旱災

害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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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課我們了解了印度的位置、地形、氣候、農業。尤其討論了

地形、氣候對印度農業的影響。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東南亞第一、二課時》（部分內容未能學

完，先做所學過的） 

3.佈置下節課翻轉課堂學習內容。全班分成兩組，分別自主學習

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國和迅速發展的服務外包產業兩部分內容，

並準備下節課給大家展示學習成果。 
 

 

第三節印度第二課時 
 教學組織過程採用“展示、討論、點評”三個環節。 
展示：先請第一組同學代表展示學習成果。 
討論：提醒第二組同學認真聽，當第一組同學講完後，他們將有

2 分鐘時間小組討論，就第一組同學所述提出 3 個問題。如果第一組

同學能夠順利回答，則第二小組本次翻轉課堂的平時分將會被扣除並

給第一組同學（10 分/題），尤其是回答問題的同學；反之，如果問

題將第一組的同學難住，提問同學的平時分將扣除並給回答的同學。

需要注意的是所提問題必須與議題（印度人口，服務外包產業）相

關。本堂課就兩議題個進行一次。 
點評：當展示、提問、回答完成後，老師會點評甚至會拋出問題

進一步探討。如果學生的講述、討論沒有涉及到本堂課的核心問題，

老師會在點評環節中拋出。 
1.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人口眾多的優勢和劣勢。 

2.印度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區位優勢。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 2.完成《一課三練——印度第一、二課時》剩餘部分。 

 

 

第三節印度第三課時 
展示、點評前兩堂課的“今天我學到了什麼？”（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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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回顧印度的主要知識網絡。（圖 53） 

 
圖 53 

小組核對《一課三練——印度第一、二課時》答案，（公佈於

Eclass），並講解學生所提問題。（答案見附錄 1）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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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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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實施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第四課

節（第

七章第

四節俄

羅斯） 

俄羅

斯 

2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藉助地圖指出俄羅斯的地理位置、

領土組成和首都莫斯科 

2.藉助地圖和其他資料概況俄羅斯自

然環境的基本特點 

3.運用地圖和其他資料，分析俄羅斯

工業部門特點以及主要工業區的分佈

與本國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

的特點和分佈的關係，體會因地制宜

發展經濟 

4.藉助地圖歸納俄羅斯交通運輸線路

分佈的特點 

A-1- 1 

A-1- 2 

A-1-8 

A-1- 

11 

A-2- 2 

A-2- 7 

A-2- 

12 

A-2- 

13 

B-1- 8 

B-1- 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第四節 俄羅斯第一課時 

掃描地理七年級下教師教學用書 P45-P53，P67-69，公佈於

Eclass，學生參考。學生分 3 個小組，小組課堂自學並完成備課。每小

組完成議題“橫跨亞歐大陸北部”、“自然資源豐富，重工業發

達”、“發達的交通”之一。（圖 55） 

 
圖 55 

教師在印度自學的嘗試基礎上，採用類比的方法，進一步為搭建

學生自學“腳手架”，老師巡堂並參與到小組的學習討論過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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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個步驟進行時間提醒： 
閱讀課本（圖）        圈出關鍵字          圈出段落大意         完成課

本活動          提出自己的思考（問題）       閱讀教參           訂正活動   
   歸納整理並製作 PPT。  

佈置課後功課。 
1.整理完成 PPT，預先準備可能被問的問題及其答案。 

2.完成《一課三練——俄羅斯第一課時》 

3.提醒亞洲手抄報完成時間。 

 

 

第四節俄羅斯第二課時 

以“展示、討論、點評”三個環節實施翻轉課堂教學 
學生 PPT（截圖展示，圖 56）。 

 
圖 56 

小組代表展示本組學習成果（因防疫要求，只能派一位同學作為

代表展示，圖 57） 

 
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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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評。 

小結（圖 58）： 

 
圖 58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俄羅斯第二課時》，並核對答案，（公佈於

Eclass，附錄 1），有難點下節課提出並講解（圖 59）。 

 
圖 59 

搜集學生手抄報功課，掃描，遮擋姓名並編號（附件：學生功課

掃描結果），為後續學生他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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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實施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第五課

節（第

八章第

一節中

東） 

中東 2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讀圖說出中東的位置和範圍，並說

明中東位置的重要性； 

2. 運用地圖、統計資料等說明中東石

油的分佈、生產、運輸情況，並分析

中東石油資源對本地區及世界經濟的

重要影響； 

3. 分析中東水資源及其分佈狀況，了

解氣候與河流相關關係，分析水資源

對中東經濟發展的影響； 

4. 運用資料說明中東的多元文化 

A-1-1  

A-1-2  

A-1-5  

A-1-8  

A-1-

12  

A-2-2  

A-2-7 

A-2-9 

A-2-

10 

B-1- 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第五節 中東第一課時 

複習導入：展示、點評俄羅斯“今天我學到了什麼？”（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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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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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學生關於俄羅斯一課三練疑問。 
通過上兩節課的學習，大家對於俄羅斯的掌握不錯，今天我繼續

給大家參考資料（七年級下教師教學用書 P70-P79，P101-105，圖

61），按照俄羅斯學習方式，分成 4 個小組，分別完成“三洲五海之

地”、“世界石油寶庫”、“匱乏的水資源”和“多元文化”的學

習。大家還記得學習的步驟是： 
閱讀課本（圖）        圈出關鍵字          圈出段落大意         完成課

本活動          提出自己的思考（問題）       閱讀教參           訂正活動  
  歸納整理並製作 PPT。  

 
圖 61 

老師巡查，並提醒每個步驟進行的時間： 
以“展示、討論、點評”三個環節實施翻轉課堂教學，完成“三

洲五海之地”的教學。 
佈置課後功課。 

1.整理完成 PPT，預先準備可能被問的問題及其答案。 

2.完成《一課三練——中東第一課時》 

 

 

第五節中東第二課時 

以“展示、討論、點評”三個環節實施翻轉課堂教學繼續完成石

油寶庫、水資源、多元文化。（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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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小結（圖 63）： 

 
圖 63 

佈置課後功課。 
1.完成“今天我學到了什麼？”總結歸納本節課所學。 

2.完成《一課三練——中東第二課時》，並核對答案（圖 64），

（公佈於 Eclass，附錄 1），有難點下節課提出並講解。 

 
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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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實施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第六課

節 

亞洲 1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通過評價同學本組的手抄報，對

比了解亞洲個區域的位置、自然環

境和人文環境。 

 

A-1-1  

A-1-2  

A-1-5  

A-1-8  

A-1-9  

A-1-12 

A-2-1 

A-2-2 

A-2-4  

A-2-7 

A-2-8 

A-2-9 

A-2-10 

A-2-12 

A-2-13 

A-3-1  

A-4-1 

B-1-1 

B-1-2 

B-1-5 

B-1-8 

B-1-9 

B-2-1 

B-2-2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亞洲手抄報他評 

複習導入：展示、點評中東“今天我學到了什麼？”（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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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回答學生對中東的疑問，並導入區域地理邏輯體系——位置——

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各位同學課後需要去梳理亞洲的知識體系，

完成亞洲的複習（亞洲複習.xlsx，截圖顯示，圖 66，附錄 2）。 

 
圖 66 

中東位於三洲五海之地，位置極為重要，緯度位於 20°N—40°N

之間，熱帶沙漠氣候，河流稀少，水資源匱乏，石油資源豐富，海上

石油運輸路線。東西方文化交流頻繁，三大宗教的發源地。 
有同學可能會問：中東有農業嗎？當然有，椰棗是當地主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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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中東有城市嗎？當然有，迪拜——帆船酒店世界唯一七星級酒

店。 
中東有人口嗎？當然有。 
那為什麼這些沒有成為課本學習的重點，甚至沒有出現，而其他

區域卻是重要的學習內容。 
答：每個區域都有各自的區域特征和區域優勢，比如：日本的加

工貿易工業、東南亞的農業、印度的服務外包業、俄羅斯依託資源發

展的重工業、中東的石油。 
同學們利用課後完成的亞洲手抄報我已經掃描好，做同一區域的

同學成為同一小組（多個班級同區域組成一個小組，所以手抄報數量

大於此班級人數），請大家按照 Eclass 的要求評比本組同學的手抄

報，並提交 Excel（學生所做手抄報等以附件提交，此僅截圖顯示，圖

67）。 

 
圖 67 

 

 

 

 

 

 

 

 

分發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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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亞洲 人數 27人 

科目 地理 總實施節數 15節 

施教年級 初一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

名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

要求

編號 

第七課

節 

亞洲 1 （人教

版）地

理七年

級下 

1.通過閱讀同學對自己手抄報的

評價，批判了解亞洲個區域的

位置、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 

 

A-1-1  

A-1-2  

A-1-5  

A-1-8  

A-1-9  

A-1-12 

A-2-1 

A-2-2 

A-2-4  

A-2-7 

A-2-8 

A-2-9 

A-2-10 

A-2-12 

A-2-13 

A-3-1  

A-4-1 

B-1-1 

B-1-2 

B-1-5 

B-1-8 

B-1-9 

B-2-1 

B-2-2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

資源 

亞洲手抄報自評與總結 

導入：將本小組的他評打印發回到本人手中。所有的手抄報和他

評意見我都看了，發現同學們是寬以律己——有的同學在做功課時，

不看清題目，甚至連自己做哪個區域都搞錯；想盡辦法偷懶，沒做 4

張 A4 版面，也有同學標題做為 1 版然後在做 3 版。這是告訴老師：我

完成了 4 版，符合您的要求，不過就是標題作為了 1 版而已。還有的

同學做了 4 版，但字寫得特別大，沒有幾個字就完成 1 版；還有同學

對本組所有同學的功課評語都是一句話，關鍵是這一句話還是相同

的，這就是態度的問題了。等等各種敷衍的情況。當然也有特別認真

的同學，比如：XXX，XXX，無論是內容、排版、繪圖都特別漂亮。 

 

分發

他評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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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評環節卻是嚴於待人。最狠的同學只給某份作品 4

分，連我都替此同學捏把汗。 
我希望同學們本則“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 

的精神，正確對待別人給的批評意見。如果你對他評的分數不滿意，

認為你的勞動成果沒有被公正對待，你可以寫申訴並給出你自認為該

得的分數，如果申訴成功，那你的成績會得到修訂。申訴分會從不認

真評改的同學處扣除。如果你滿意獲得的分數，請寫總結，歸納亞洲

學習尤其是手抄報功課的得失（不少於 500 字）。 

附上一份學生功課（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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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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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地理學科是一門“小學科”， 在課時有限的客觀條件和現實面前，教師往

往以自己最熟悉的角色——“教”為主來進行思考，強調“教師的主導性”，

擔心在教學過程中沒有教好，沒有教全，然而忽視 “學生的主體性”，難發揮

學生的積極能動性。實質上，如果學生感興趣，所有的教學面臨的困難都會迎

刃而解。就好像學生玩遊戲，並沒有老師教，學生卻離開學校，甚至在路上就

開始“鑽研”，玩得很好。本教案堅持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 在澳門沒

有中考和高考的考試壓力，並不需要“包辦婚姻”，換位到學生角色思考，培

養學生的對與地理的興趣，通過多樣的教學組織形式，使得學生在與同學交流

過程中獲得的滿足感，從而產生學習動機。 

本教案面對的學生是初一，處於活潑好動理性思維尚未完全建立的階段，

經過實踐，採用自主學習為主完成教學是可行、高效的。不過，在完全放手之

前，需要完成“搭腳手架”和 “撤梯子”兩個相反過程。“搭腳手架”有兩方

面的含義，一是指在自主完成任務前的“培訓”，提供可供借鑒的樣板，二是

指在學生面臨困難時、關鍵點上給與點撥，幫助學生快速掌握要點，突破難

點。“撤梯子”是指老師逐步少講，將課堂交個學生，由學生來完成。在這個

放手的過程中需要老師對學生充分信任，要能忍，允許學生犯錯。讓學生在他

評和自評中發現自己的不足，然後提高，尤其是對性格內向的女學生，鼓勵她

大聲講出自己的看法，對於她的邏輯思維和表達能力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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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達到好的學習效果，必要的“刺激”不可缺失。“統萬城築城方式”

看似很殘酷，但適當將基礎分提高，“刺激”佔比較小，學生仍然會為了能保

住自己的“禳中之物”，講的同學更精心準備，聽的同學集中注意力發現問

題。老師只需要在雙方爆發“劇烈衝突”時調解或者“煽風點火”。最終結果

就是雙方對於學習內容的深度挖掘，效果很好。這從個小組所做 PPT，也可以

反映出來，學生從形式和內容上越來越能看出學生的進步。 

在實踐當中有兩個教訓，期待後續教學中得以注意： 

1.學生組隊人數在 3人較為合適。過少，比如 2人，當有不同意見時，不

能集中形成小組的意見；過多，尤其是 4人及以上，小組內部有同學會偷懶，

少數人包辦小組的任務，其他同學得不到鍛煉。 

2.Kahoot在課堂開始使用，學生注意力高度集中之後會進入疲憊期，也在

公佈成績之後紛紛議論，會對後續的教學產生干擾。 

手抄報他評比環節，遮掩學生姓名等信息，有助於學生相對客觀評價。每

位學生都當評委給本組同學（做同一區域）評分，評語。這些評語要反饋到對

應的學生手中，這項工作只能由老師來完成，單純的拷貝黏貼，工作量比較

大。通過 Excel的“引用”[7]來完成，速度比較快。例如單元格輸入“='F:\1-20-

20IB\paper\自評他評\编号\1-13-中亚\[001.xlsx]评分细则'!$G3”即絕對引用

“F:\1-20-20IB\paper\自評他評\编号\1-13-中亚\”目錄下的 “001.xlsx” 表的 

“評分細則” 工作簿的“G3”單元格內容（圖 69）。也正是因為通過引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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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如果所有學生都按照要求來完成（圖 67，第 7點），老師能準確的給

每一位同學反饋。然而，在實際中出現了某個別同學沒有按照順序進行他評，

出現評語張冠李戴的情況，給後續的環節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需要老師介入

並單獨處理。 

 

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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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1. 俄羅斯翻轉課堂圖片 

 
 

二、 教材課件 

1. 電子課本鏈接 

https://www.sohu.com/a/377061996_120155752（P13-P51） 

 

https://www.sohu.com/a/377061996_12015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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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各課節《一課三練》答案和解析 

2. 亞洲複習.Excel 

3.亞洲 Mindmap（Xmind軟件需要單獨安裝，導出成圖片（3.世界地理—亞

洲.png）形式，與本教案無關內容未呈現） 

4.學生手抄報作品（遮擋姓名等信息） 

5.手抄報他評評分細則模板及提取他評模版 

6.翻轉課堂學生 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