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初高中衔接知识 等高线地形图 共需 3 课时 本节为第 1 课时 课型 新授

课程

标准

结合等高线地形图，学会判读等高线地形图，并能够联系生活实际。

教学

目标

1.理解海拔、相对高度、等高线、等深线等基础知识。

2.理解等高线的形成原理。

3.能够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断山地不同部位的等高线形态。初步学会判断地势的高低起伏，在地形

图上识别五种主要地形。

教学

重点

地形图的判读及理解，学会将等高线地形图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教学

难点

凹凸坡与视距；绘制等高线地形图

学情

分析

1.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及图文结合法，使学生掌握看图的基本方法。

2.让学会搜集、查阅资料并进行整理、加工的方法，建立起地理事物空间方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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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展示：自然界中各种地形景观图片。

大千世界，地形各异。如何用图来表示这些地形呢？

预习新课 激发学生学习

地理的兴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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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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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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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都

（课件展示：海拔和相对高度示意图）

1.什么是海拔？并指认甲、乙两点的海拔高度。

2.强调海拔的参照物是海平面。

3.什么是相对高度？并指认甲、乙两点的相对高度。

4.举例：登山者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时，一般先到大

本营适应环境，休整准备。大本营海拔高度是 6600 米，珠峰海

拔 8844 米，问它们间的相对高度为多少？（口算：2244 米）这

就是登山者要攀登的高度。

5.你认为是什么一直吸引着人们勇攀珠峰？

（磨练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吃苦精神，实现人类挑战极限、征

服自然的愿望等。

1. 教师提问：什么是等高线？什么是等深线？等深线的高度值

一般为负值。什么是等高距？课件展示概念，教师讲解。

2.课件展示山体模型及让学生观看学校教室窗外的山体，理解：等高

线是海拔高度相同的点连接成的闭合曲线，在平面上的投影。

3.教师提问:什么是等高距？什么是等深距？一幅地图中有多少个等

高距？1.课件图片展示：地形与等高线的对应图形及等高线疏密与

坡度陡缓的关系。

2.教师讲解如何看等高线地图，应该注意什么。（课件图片展示）：

山体不同部位的等高线形态示意图

1.山脊：像牛、马、羊等的背脊。

等高线从高处向低处凸出。

不由联想到苏轼绝句《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1.用模型和实

体等形象直观

的教具，表达

难以理解的概

念。促进学生

对问题的理

解，利于教学

难点的突破。

2.激发兴趣，

充分调动学生

的参与性及学

习积极性。

1.培养学生观

察分析能力

2.联系生活加

深对概念的理

解。

3.诱发情感，培

养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价值观。

4.训练语言表

达能力。



形体

的判

断

低各不同。”

2.山谷：两侧是高山的中间低地或洼地。

等高线从低处向高处凸出。

举例：李白的著名诗句《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

东流至此回。”描述的就是非常奇特的山谷。

3.鞍部：像驼峰的中间低地，马鞍状。

4.陡崖：非常险峻的地形，等高线在此处重叠成一条线。

5.课件展示凹凸坡等高线图及地形剖面图，教师讲解凹凸坡与

目视距离的关系及目视距离远近的影响因素。

课堂

小结

1.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2.用生动精美的图片展示山体不同部位的地形景观，让概念有了素材依据。

3.引用名诗、名句注重与文史的结合，与生活的结合。

板书

设计

地形图的判读

1．海拔与相对高度

2．等高线与等深线

3．等高线地形图

4．等高线地形图的判定

随堂

练习

读图，完成 1～3题。

1．图示区域内最大高差可能为( )
A．50 m B．55 mC．60 m D．65 m
2．图中①②③④附近河水流速最快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3．在图示区域内拟建一座小型水库，设计坝高约 13 m。若仅考虑地形因素，最适宜建坝处的坝顶

长度为( )
A．15 m B．40 m C．65 m D．90 m

课后

作业

完成《步步高》P2

教学

反思

多媒体图片能清晰、直观又形象地展示等高线地形图与地形相互关系，利于学生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