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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圈层结构》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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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圈层结构》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一章第四节，课程标准中对

“地球的圈层结构”部分提出的要求是“运用示意图，说明地球的圈层

结构”。并且在活动建议中提出︰“绘制示意图，或利用教具、学具，说

明地球的圈层结构”。由此看来，对地球的圈层结构，从分布到划分依

据，从各层特点到学生理解、分析、判断和运用，都是本章内容的重

点。因此，在教学中，始终把握住该节内容的标准要求，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是教师力求完成的主要任务。

二、学情分析

1、学习态度上，刚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积极性高，自主性强，学习

兴趣浓厚，但是上课易走神，需要及时提醒。

2、知识基础上，在知识上有过初中地理的学习，具有一定知识基

础，但水平参差不齐，还处于简单的认识层面，缺乏对地球圈层的透彻

理解。

3、学习能力上，刚进入高中阶段还缺少自主分析能力，理解能力不

强。本节课内容抽象，语言具有专业性，图片分析涉及立体几何知识，

比较难掌握。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说明地球内部圈层的划分和内部圈层的界限、厚度、物理性状

等。

（2）描述地球外部圈层的组成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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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与方法

（1）通过读图训练，提高读图、析图能力，明确地震波和地球内部

圈层的关系，地壳与岩石圈、软流层的位置关系等。

（2）联系实际，结合图示，了解各圈层的特征。

（3）通过归纳、总结、对比地球内部各层的特点，使学生形成综合

归纳等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进行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的教育，鼓励学生献身于科学教育事

业。

（2）从宏观上认识全球的整体面貌，形成地球系统观和责任感，增

强环境及保护意识。

四、教学重点

1、地球内部圈层划分及各层主要特点

2、地球外部圈层划分

3、各圈层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五、教学难点

1、内部圈层的划分依据

2、软流层、岩石圈的位置

六、教学方法

1、启发教学法

2、对比教学法

3、多媒体教学

七、教学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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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地球仪、示意图（板图）

八、课型与课时

新授课 1 课时

九、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飞上太空早已成为现实，2021 年 10 月 16 日

0时 23 分，中国建设航天强国最新里程碑——神舟十三号，发射圆满成

功！中国人民脚踏实地向星辰，可谓是“上天有路”，可是进入地心仍在

不断努力，中国目前的深海钻探技术“深海石油 981”的最大钻井深度为

一万米，最大作业水深 3000 米，海底以下可钻 7000 米。“入地”仍在探

索，那人类为什么要进入地心一探究竟呢？人类为了认识地心又做了什

么努力呢？伴随着动画电影《冰川时代》的情节，一起了解地球的内部

结构。

【播放视频】《冰川时代》动画关于地球内部结构部分

【思考】

1、地球的内部结构是否如影片所描述的那样？

2、人类是利用什么方式认识地球的圈层结构呢？

【板书】第四节 地球的圈层结构

【转折】小松鼠从冰川开始下落，经过地壳部分，上地幔部分，下

地幔部分，地球外核部分，到达了地球内核。根据同学们的课前预习，

知道地球的内部圈层分为地壳——地幔——地核。地球的内部结构正如

影片所描述的那样。但是我们没有像小松鼠那样到达了地核，无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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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地球的内部结构，我们是怎么知道地球的内部圈层结构呢？是利用

什么样方式进行研究的呢？

【讲授】引入一个生活小常识，同学们买西瓜会对西瓜敲两下，听

一听是不是有“咚咚咚”的声音，来判断西瓜的好坏。这是运用了声波

的原理。认识地球的内部结构也是运用了和声波类似的原理，另一种波-

--地震波。通过对地震波的研究来认识地球的内部结构。地震波是地震

发生时，地下岩石受到强烈冲击，产生弹性震动，并以波的形式向四周

传播。地震波可以分为纵波（P）和横波（S）两种。

【提问】

1、纵波（P）和横波（S）的传播速度用什么不同？

2、纵波（P）和横波（S）的传播媒介是什么？

3、纵波（P）和横波（S）的质点移动是否一样？

【学生回答】

纵波的传播速度较快，可以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传播，产生上

下颠簸的感觉

横波的传播速度较慢，只能通过固体传播，产生左右摇晃的感觉

【教师评价】鼓励性评价

【小结归纳】纵波的传播速度比横波更快是因为：纵波的震动方向

是上下震动，它的震动方向和传播方向一致，横波的震动方式是左右震

动，与它的传播方向不一致。人在地震发生过程中，先感受到纵波，再

感受到横波；如果发生地震时人在水面上，只会感受到上下颠簸。

【板书】

一、地球内部圈层的划分依据——地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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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传播速度 传播介质 质点移动 共同点

纵波（P） 较快 固体 上下震动 传播速度随着通过

物质的性质而变化横波（S） 较慢 固、液、气 左右摇摆

【过渡】虽然地震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人们带来深刻的灾难，

但它却是照亮地球内部的一盏明灯，是通往地球内部的信史。根据纵波

和横波的传播速度都随着所通过物质的性质而变化这一特点，运用地震

波来测试地球内部的不同结构。

【板图】

【教师提问】根据板图，思考以下问题：

1、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在什么位置出现突然急剧的变化，这两个位置

叫什么名称？

2、根据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播速度上的差异，地球内部划分为几个

圈层，它们的名称是什么？是否可以进一步划分?

【分组探究】三组分别讨论地壳、地幔、地核的具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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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讲解，并适时分析。

圈层名称 不连续面 深度 物质状态

地壳

莫霍界面

古登堡界面

33km

2900km

岩石构成的固体外壳

地幔 上地幔 固态

下地幔

地核 外核 液态、横波不能通过

内核 固态

【归纳小结】

以莫霍界面和古登堡界面为界，可以将地球内部划分为地壳、地

幔、地核三个圈层。

在莫霍界面——纵波和横波速度都明显增加

在古登堡界面——纵波速度下降，横波速度完全消失

【板书】

二、地球的内部圈层结构

1、不连续面

（1）莫霍界面

（2）古登堡界面

【教师提问】学生思考一下问题：

1、地壳、地幔和地核的组成物质是什么地球从外向内，三个圈层组

成物质的密度、厚度、压力和温度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2、地壳的厚度是不是均一的，陆壳和洋壳的厚度有何差异?

3、岩石圈和地壳的范围是否一致，在图中找到软流层的位置，掌握

软流层的相关知识。



8

【板书】

2、圈层名称

（1）地壳

（2）地幔

（3）地核

【师生共同小结】

1、地壳:是地球表由一层薄薄的，由固体岩石组成的坚硬外壳

2、地壳的厚薄不一，大陆部分比较厚(39-41km)，大洋部分比较薄

(5-10km)，最厚可达 70km

3、在上地幔上部存在一个较流层，一般认为这里可能是岩浆的主要

发源地

4.地核的温度很高，压力和密度很大。

5.地壳和上地幔顶部(软流层以上)，由坚硬的岩石组成，合称为岩

石圈。

【学生活动】完成表格

圈层名称 特征 组成物质

地壳 1、由固体岩石组成的坚硬外壳

2、厚度不均，陆壳厚，洋壳薄

坚硬的岩石

（硅酸盐类）

地幔 上地幔上部存在一个软流层，这里

可能为岩浆的主要发源地，温度压力和

密度均增大

硅酸盐类

地核 温度、压力和密度很大 铁、镍等

重点：软流层概念及位置；岩石圈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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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在地球的外部还存在着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圈层，

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要使我们全面的认识

地球的整体面貌，我们还需要了解地球的外部结构，那么，地球的外部

圈层有哪些层次？它们各自的范围和作用是什么呢？

【播放图片】神州十三号宇航员拍摄的地球局部图片

【自主学习】学生分组阅读课本 P23，思考：

1、地球外部圈层之间有没有明显的界限？

2、地球外部圈层在地理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3、地球外部圈层之间以及它们和岩石圈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能举例

说明吗?

4、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中，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圈层是地球外部圈层

中最活跃的一层。如果大气圈、水圈或者岩石圈发生变化或遭到破坏，

对生物圈可能造成什么影响?

【归纳小结】

地球的外部圈层包括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

1、大气圈是由气体和悬浮物质组成的复杂系统，它的主要成分是氮

气和氧气。大气圈笼罩着地球，使得地球上的温度变化和缓，同时提供

了生物生存所必需的氧气。

2、水圈是地表和近地表的各种形态水体的总称，其主体是海洋，还

包括陆地上的河流、湖泊、沼泽、冰川、地下水等。水是最活跃的自然

环境要素之一，在地球表面物质迁移和能量转换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3、生物圈是地球表层生物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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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与岩石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板书】

四、地球外部圈层结构

1、名称和组成

（1）大气圈

（2）水圈

（3）生物圈

【读图思考】根据 PPT 展示的图片内的各个自然要素，思考地球的

外部圈层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学生回答】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归纳小结】地球外部圈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的。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都会造成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只有

按自然规律办事，合理利用、改造自然,才能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为人类造福。否则，会使生态系统恶性发展，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板书】

2、各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

【课堂小结】本节课学习了根据地震波传播速度的变化得出两个不

连续面，由此将地球的内部划分为三个圈层结构：地壳、地幔、地核；

以及地球的外部圈层结构划分和特征。本节课内容在教材中承上启下，

学习本节课有利于同学们形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从宏观角度系统

的认识地球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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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完成 P25-P26 问题研究：月球基地应该是什么样子

2、预习下节课内容：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

十、板书设计

地球的圈层结构

一、地球的内部圈层结构

1、地震波——划分依据

纵波（P） 较快 固体、液体和气体 上下颠簸

横波（S） 较慢 固体 左摇右晃

2、不连续面

（1）莫霍界面

（2）古登堡界面

3、圈层名称

（1）地壳

（2）地幔

（3）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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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球的外部圈层结构

1、名称和组成

（1）大气圈

（2）水圈

（3）生物圈

2、各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反思】

1、问题的设计要更加简洁明了。

2、注意对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给予形成性评价，注重双边互动，

更加关注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3、注意学生读图、析图能力的培养。

4、在板书的设计上要更加精练。

5、在课堂的高潮部分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