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自然灾害

一、课程简介（包含面向对象、开设目的、主要内容、课程特色等内

容）

二、课程挖掘的思政资源分析

本课程围绕《中国地理》第七章中国自然灾害内容进行讲授。《中

国地理》是地理科学专业必修考试课程,对学生后续开展教育实习、

从事教育实践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从课本内容体系安排上,中国地理

分上中下三篇,讲授中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灾害地理、

区域地理相关内容。本次课程内容为《中国地理》第七章第一、三节

内容的整合,主要讲述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相关理论、地震灾害发

生、防控措施。是前面学习自然地理的内容延续,也是后面进行分区

地理教学的理论基础。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我国多灾多难的

原因,形成忧患意识;通过视频展示,深刻理解我国在防灾减灾中所作

的努力,关心祖国的疾苦,热爱祖国,形成报效祖国的决心。

(一)内容上的挖掘

为充分提升学生政治思想素养,在课程上进行了深入挖掘,充分围

绕培养目标需求、人才培养需求进行课本内容的深入挖掘。本章理论

内容特点是与学生生活联系密切,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生活实

践基础,且与其今后工作生活的需求密切。为此我们进行了以下课程

思政内容的挖掘：

第一,使学生树立忧患意识,深刻理解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

在这一思政目标挖掘上,我们通过图片展示我国各地自然灾害,唤起学



生视觉觉醒,联系生活日常,产生思想共鸣。同时学生能够理解我国多

灾多难的原因,树立起忧患意识,能够在今后的日常中形成警钟惊醒自

己,也能够实施到教学中提升中学生防灾意识。

第二,树立爱国主义情怀。通过我国地震救援的讲解,使学生深刻

理解我国在防灾减灾教援机制中所作的努力,以及为保卫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做的各种工作,通过汶川地震案例分析从中领略祖国大灾大难

前的担当、坚强和勇毅,使学生树立国家自豪感,形成自己的责任担当,

能在自己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克服困难,严于律己,为祖国和人民

贡献力量。

第三,榜样示范作用地理学者资源的挖掘。通过老一辈地理学者

在工作岗位上严于律己、不断努力、勇于攀登,鼓舞年轻学子们在工

作、科研、学习道路上不断前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断努力,为祖

国的繁荣昌盛做出努力。

第四,紧扣培养目标,加强学生师范技能训练,提升教师能力。通过

地震发生后的避震研讨,视频观看,使学生掌握科学避震的方法。

(二)技术手段上的挖掘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手段上不断挖掘,采用了多媒体教学、

理论讲授、学生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图片展示、视频展示,

创设情境教学,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和抗灾救

援的紧迫,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受到教育。通过小组

讨论,围绕地震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分析,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

力及小组合作意识,同时使学生逐渐树立综合分析思维,不断提升地理



科学素养。

三、案例课实录视频信息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掌握中国自然灾害特征,发生原因,掌握史培军灾害原理,

并能运用该原理进行灾害分析;了解地震避灾一般方法和技能。

过程与方法:通过图片展示和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我国自然灾害特征

和频发的原因;通过学生分组讨论,得出我国地震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

及衍生灾害。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图片展示,使学生深刻理解我国多灾多难的原因,

形成忧患意识;通过视频展示,深刻理解我国在防灾减灾中所作的努力,

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疾苦,形成报效祖国的决心。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理论层面,使学生重点掌握中国自然灾害特征,中国自然灾

害频发的地理原因;掌握灾害原理;掌握地震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

的发生及危害。

教学难点:运用灾害原理进行自然灾害的综合分析;通过课程讲述深刻

理解我国地震救援政策,树立爱国情怀和服务人民的决心。

（三）课堂组织与实施

(1)教学过程:本次课程教学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图片展示课

程导入环节、理论内容展示讲授的新课讲授环节、学生分组讨论深入

分析环节、教师讲授理论内容及视频播放深入讲授过程、小结布置作

业环节等几个过程。



(2)教学方法:采用了多媒体教学、理论讲授、学生分组讨论相结合的

方式。通过图片展示、视频展示、案例展示,创设情境教学,使学生身

临其境的感受到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和抗灾救援的紧迫,使学生能够更

好的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受到教育。通过小组讨论,围绕地震灾害及其

次生、衍生灾害的分析,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及小组合作意识,同时

使学生逐渐树立综合分析思维,不断提升地理科学素养。

(3)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活动设计一:本讲开始,通过图片展示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引出本

节讲授内容。

教学设计活动二:通过问题创设“我国缘何多灾多难”引发学生思考,

本节讲授内容。贯穿到灾害原理的讲授中,并通过大气圈、水圈、岩

石圈、生物圈的分层分析,使学生理解我国多灾多难的原因,并在这部

分内容结束能够自己得出相关结论。

教学活动设计三:运用灾害原理进行实际问题分析中,学生分组讨论地

震灾害引发的次生及衍生灾害,教师归纳总结,引导学生进行综合全面

分析。

教学设计活动四:通过视频播放,强化学生避震技能的训练。

(4)课程思政理念:课程思政是思政课程的有益补充。其中隐含的隐形

课程思政需要深入挖掘,从理论实践等多方面进行科学引导。从本讲

的内容及培养目标出发在进行课程思政设计时遵循以下规律和原则

进行具体建设。

1)以生为本,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课程教学



中应考虑学生专业、学习需求、学段等具体学情,从培养目标出发,遵

循教育教学规律,深入挖掘课程内涵,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为此,在课程

思政实施中,围绕学生的学习需求,加强理论同时,通过讨论活动开展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2)充分挖掘,知识教学与思政教育并重。教师要深入思考,将思政教育

有机融入地理课程教学中,并不断强化这一概念,使其深入人心,形成

习惯,固化为高师地理学生专业素养。为此,在课程思政实施中,图片、

案例、视频的选取均紧密围绕教学内容,联系生活实际,润物细无声的

实施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等教育。同时对地理学者的介绍也能让学生

在思想意识上产生共鸣。

3)不断改革,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方法。积极响应师范专业认证及课程

改革要求,更新观念,提升教育教学理念,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方式、方法,

满足新时代青年学生思政教育要求,不断巩固课程思政建设成果。为

此,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样化的教育方式,丰富教学形式,更能从视

觉、听觉等感官上给学生深刻的认识,加深对国情的理解,达到课程思

政教学目的。

（四）教学反思

本次内容讲授的收获是理论与实践案例相结合,对于理论知识的

理解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图片案例分析及视频等情境教学能很好引发

学生的思想共鸣,更容易理解国家实际国情,从而自然树立爱国、奉献

等优良品质。不足是由于班级人数多,教师很难对每个人的思想意识

形态完全掌握。在授课形式上还能再有突破,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科



学整合讲授内容,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