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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案例式教学设计 
刘小凤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7） 

 
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内容位于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二第三章“产业区位因素”

第一节“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课标要求是能结合实例，说明
农业区位因素{1]。具体表现为学生能够结合实例，能够说明影响农
业的区位因素有哪些，并且能进一步解释区位因素发生变化时，如
何影响农业区位的选择。从教材整体来看，本章是在学习人口地理
和城市地理后对人文地理知识的进一步深入学习，通过本节内容的
学习，学生能够初步掌握区位分析的一般思路和方法，为接下来工
业区位和服务业区位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分析江浙桑树的生长环境和蚕的生长环境，明确农业生

产活动需要因地制宜和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学会评价农业活动
区位选择。（人地协调观） 

2.通过分析江浙和广西桑蚕养殖业发展，说明该地区的农业区位
活动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江浙桑蚕
业的转移,领会农业区位因素变化对区位活动的影响。（综合思维） 

3.了解江浙地区、广西的桑蚕业种植环境，掌握分析农业区位
因素一般分析方法，能够迁移应用。（区域认知）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农业区位因素分析一般思路、农业区位因素变化对

农业活动的影响 
难点：能够评价、选择农业区位 
四、设计思想 
本节课堂关注学生探究意识、分析问题等能力培养，通过提供

精选的案例阅读材料，创设层层递进的问题情境，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思维导图的运用，发展发散性思维
结构。 

五、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师]展示桑蚕养殖图片。“世界桑蚕看中国，中国桑蚕看江浙”，

种桑养蚕一直是江浙地区的传统农业，为什么江浙地区种桑养蚕业
如此发达呢？相对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它有着怎样的优势
呢？今天我们通过学习本节内容“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后，尝
试来回答这个问题。 

[生]阅读图片与地图，产生疑惑，进入课堂 
设计意图：运用实例，问题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二）学习新课 
知识点一：农业与农业区位 
[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当代更是以世界 9%的

土地养活了世界 21%的人口。什么是农业呢？农业生产有什么特
点？ 

[师]展示两种不同农业景观图片，提问，为什么两地农业类型
及其景观有着这么大的不同？是什么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呢？ 

[生]阅读课本，思考并尝试回答问题 
知识点二：农业主要区位因素 
[师]假如你是一位农场主，农业生产需要些什么？当你打算发

展农业生产时，农业的区位选择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展示图片，
归纳主要农业区位因素。 

材料 1：我的家乡在江南，这里沃野千里、水网丛横、气候温
和，有稻香鱼肥、三秋桂子，更有遍地桑蚕。 

材料 2：桑树，性喜光，喜温暖气候，耐干旱瘠薄，对土壤要
求不严，在酸性、中性、石灰质及轻盐碱土壤上均能生长，在山地、
丘陵、平原、砂地、黏土上都可栽培，但以深厚、肥沃、湿润的砂
质土壤上生长最好。桑蚕又称百家蚕，是一种以桑叶为食吐丝结茧
的经济类昆虫，桑蚕起源于中国，其发育温度是 7℃-40℃，饲养适

温是 20℃-30℃. 
这是一位人文地理作家对他家乡桑蚕业的描述，请阅读材料，

思考在作者家乡发展桑蚕业的优势条件。 
[生]阅读材料，进入情境，思考问题，总结影响江浙地区桑蚕

业的自然因素 
过渡：桑蚕业并不仅仅考虑自然条件因素，市场、交通、政策

也深深影响着江浙地区桑蚕业的发展。江浙地区又有着哪些发展桑
蚕业的社会条件呢？ 

材料 3：江南是我国桑蚕与丝绸业的起源地，5000 年前，生活
在这里的良渚先民便完成了对蚕的驯化，并掌握了缫丝技术，勤劳
美丽的蚕娘、采桑女也江南姑娘形象的代表。而桐乡作为中国丝绸
的发源地，地处长三角的核心地带，对接全世界，北靠上海，南临
杭州，西接湖州、苏州、无锡，高铁、运河、国道和高速公路构成
立体交通网络。 

材料 4：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最大的茧丝绸生产和
出口国，丝绸产品约有 80%用于出口，主要市场有美国、欧盟、日
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市场对我国丝绸产品稳中有升，近年
来，南美、中东和南非等地区成为来丝绸产品新的消费区。 

[生]阅读材料，思考并回答问题。利用思维导图，总结影响江
浙地区桑蚕业的人文因素 

[师]农业区位的选择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在不同时期、不同
地区，主导因素往往有所不同，发展农业生产要做到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 

设计意图：在情境中思考解决问题，建构知识 
知识点三：农业区位因素变化 
21 世纪初，广西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桑蚕发展基地，逐渐

有了“世界桑蚕看中国，中国桑蚕看广西”的说法，是什么让江南
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瑰宝桑蚕业迅速土崩瓦解？又是为什么广西成
为了中国第一大桑蚕生产基地呢？ 

材料 5：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浙江、江苏等
地出现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一时期，我国东部的农村地区工业飞速
发展的同时，环境开始恶化。同时随着江浙地区逐渐成为了我国经
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留在农村的村民许多开
始经营第三产业，以前的 “桑蚕村”变成了 “淘宝村”，桑蚕业
面临严峻的挑战。 

材料 6：广西气候温暖，又因未经大规模开发，各地生态环境
良好，为了让蚕宝宝适应广西的气候，研发出了“两广 2 号”、“桂
蚕 2 号等优质品种”，摸索出了“小蚕共育”摸索，通过安装自动
方格簇，大大的提高了效率，桑蚕业的发展让年轻的女工们不再出
去打工了，深深的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生]阅读材料，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借助实例，学生了解人地协调的重要性，提升综合

分析问题的能力。 
六、教学反思 
本节内容以桑蚕养殖业为例，通过分析江浙地区桑蚕业的发展

和转移过程设计教学思路，主明确并精选阅读材料，使课堂教学富
有一定的情境性和趣味性，通过创设层层问题情境，分解农业区位
分析和农业区位活动评价难度，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内容；通过思维
导图的充分运用，有利于学生知识内容建构；运用探究法运用，利
于发展学生认识问题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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