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地球上的水

问题研究 能否淡化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缺水问题教学设计

本问题研究核心任务是在第三章对海水盐度、密度的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侧重海水性质对渤海

地区人类生产的影响。理解问题研究中环渤海地区解决淡水短缺的创新处理方式，需要讨论渤海地区水资

源供需状况，结合最新海冰淡化研究科学的发展，讨论海冰淡化的条件和可行性，才能综合探讨能否淡化

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的淡水短缺问题。环渤海海冰的循环利用，体现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观。

建议的研究思路要求学生先通过收集资料了解环渤海地区淡水资源极度短缺的情况，再讨论淡化海冰

是否可行。对“知识拓展”部分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渤海海冰资源量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指向海冰的盐

度、海冰的资源量、海冰的分布特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渤海淡化海冰的资源优势。

环渤海地区海冰淡化是否可行，还需要了解当前海冰淡化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可行性。教材资料 2渤海

海冰淡化研究，介绍了两种简单的经济可行性高的海冰淡化技术，拓展学生的地理视野。

问题研究的最后，需要学生将淡化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短缺问题当作是一个综合发展的社会问

题，需要全面考虑海冰资源量、海冰淡化技术、海冰淡化对沿海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等问题。海冰淡化涉

及到海冰的开采、运输、淡化等多个过程，需要学生系统考虑其社会、经济、生态的影响，权衡利弊，讨

论环渤海地区海冰淡化是否可行。

本节课是人教版必修 1第 3章的问题研究内容。“问题研究”从上一版本的教材开始，就承担着“转变教

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的重要功能。因此对与本课的内容设计，最为关键的是教师教育理念的

更新、对学习哲学观的转变。要认识到教材知识内容的记忆不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在教

师的引导和丰富的地理素材中，学生主动探究地理问题的学习方法和过程。具体到本节内容，就是通过对

“淡化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短缺”这一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的探索，使学生在合作交流中自主建构对自

己有意义的知识。这样就需要在问题探究教学中除了鼓励个人探究，更要着力培育知识共享、交流协作解

决问题的学习文化。倡导以协作的方式提升共同体的集体知识，并且以这样的方法促进个体学习。



课程目标 核心素养

1.课标原文：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

探讨能否淡化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短缺

问题

2.课标解读：运用环渤海地区的海冰分布

图和相关资料帮助学生认识海冰资源概念、

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通过讨论能否淡化

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的淡水短缺问题，建立

解决特定区域水资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形

成动态辩证的资源开发观，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的提升。

1.人地协调观：理解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理解人类从

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对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树立人类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人地协调观。

2.综合思维：通过探讨能否淡化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短

缺问题是一个综合发展的社会题，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

能力。

3.区域认知：通过阅读材料，提高学生对环渤海地区自然和

人文地理特征的认识。

4. 地理实践力：据图说明环渤海地区海冰分布的特点，并综

合分析渤海海冰资源是否可开采利用。

教学重点:结合第三章前几节内容的学习，通过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资源短缺问题为例，理解海水盐都、

温度对该地区海洋养殖、港口航运和淡水补给的影响。随着人类对海洋适应和开发能力的提高，人类对海

洋的认识、关注度、开发强度也在不断的变化，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当下提出发展海洋强国梦的必要

性，发展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难点在于海冰淡化能否可行的问题需要学生了解环渤海海冰淡化的全过程，综合考虑海冰淡

化的经济、社会、生态影响。综合性较强，需要补充大量环渤海地区水资源补给途径的背景，海冰淡化的

相关技术性知识。

教材、笔记本、白纸、彩笔

一、课程导入

【阅读材料-认识渤海及环渤海地区】渤海是中国最北的近海,是由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和中央海盆

组成,入海的主要河流有黄河、辽河、滦河和海河。渤海是一个内海,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华北平原“C”

字形所环抱。覆盖面积遍及大半个中国,并且是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部分地区的主要出海口。东北三省

及内蒙古东四盟的粮食、畜产品、石油,西北地区的煤炭、皮毛,华北地区的石油、轻纺产品,渤海的海产品,

甚至远在数千里的青海、新疆的货物都要经过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2018年 12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明确了渤海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范围与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教师展示环渤海地区及环渤海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图片】

教师简单快速讲述：问题研究思路（了解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反思问题）、课标以及需要解

决的问题：为什么环渤海地区缺水？渤海海冰资源情况？利用海冰解决环渤海地区的缺水问题需要解决的

问题；大量利用渤海海冰可能会带来的环境问题。

【设计意图】让学生明确探究思路、课标要求、学习内容，做到有的放矢。

【教师展示探究思路图片】

【问题探究 1】环渤海水资源短缺的表现和原因有哪些？

【学生探究活动、研讨】学生查找、总结资料信息，分析环渤海地区缺水的表现和原因。

由各组填写问题材料在便利贴上，展示在黑板供全体同学浏览，互相印证、补充，形成完整的理解。



【设计意图】这部分内容比较简单，且学生有很好的基础，因此直接设计此题是让学生理清答题思路

（从资源供需两方面分析环渤海地区的缺水原因），以及明确供需矛盾的时空特点、解决水资源短缺的紧

迫性，培养学生综合思维。

【问题探究 2】冬季在渤海及黄海北部形成较大范围的海冰。海冰因其成冰过程中盐分大量析出而盐

度很低，可能成为解决这些地区缺水问题的重要淡水资源。论证这个措施是否可行之前，请同学先讨论交

流下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学生探究活动、研讨】学生组内协作，总结探究的要点：如海冰作为淡水资源，需要分析其时空分

布、水质、可开采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以及用户与其分布之间的时空关系等。

【设计意图】基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复杂多样，提醒学生探究之前需要先确定分析的框架，为接下来的

探究提供智力支持，保证探究的效率和方向。

【问题探究 3】针对 1、海冰作为淡水资源的时空分布；2、用户与其分布之间的时空关系；3、可开

采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4、大规模开采影响分析，四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研究的主

题。

【教师展示渤海及附近区域年内日均温≤-4℃日数分布图】

【学生探究活动、研讨】学生分组探究。教师提示“资料分析”中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并为探究过

程提供智力支持。

【设计意图】核心素养在联系真实情境的“做中学”的过程中得到内化。如果学生使用已有经验难以

解决认知冲突时，教师要为其搭设“脚手架”，使得学生得以克服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差距，从而导向问题



解决。

【师生总结】

海冰淡化的有利影响：

1、淡化海冰，成为淡水的重要补充，缓解环渤海地区缺水状况；

2、可以利用高盐度海冰制盐、制碱（镁、溴等）。

3、适当的海水盐度，有利于海水养殖。

4、减轻海冰灾害，利于海洋运输、养殖等产业发展。

海冰淡化不利影响：

1、气温分布格局变化，进而影响区域植被、水文等其他要素；

2、土壤次生盐碱化，肥力降低，致使农产品产量下降；

3、水体富营养化，水质下降，影响生产生活用水；

4、盐度过高，也会致使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影响近海养殖发展。

环渤海地区淡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方式有开采地下水、跨流域调水、海水淡化和生态循环用水，每种水

资源补给方式都有其优缺点，比如 70年代开始的地下水开采，从资源（地下水位浅）、技术（简单）、

成本（低廉）角度来看，都是经济高效的淡水补给方式，所以今天在华北平原上遍布了数不清的机井，导

致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地面沉降问题严重。所以水资源的开发，必须兼顾生态效益，坚持水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

三、课堂总结：渤海海冰淡化开发的可行性

(1)渤海海冰资源十分丰富。

(2)海冰淡化技术的可行性。

(3)若产业化生产，成本降低至工业用水价格，具有较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4）淡化海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课后探索】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资源严重不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多种途径，既要开源，如跨流域调水、

兴修水库、海水淡化、合理开采地下水等，亦要节流，如加强节水教育，保护水环境，防治水污染，发展

节水科技、节水工业、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倡导节水生活方式等。海冰淡化属于“开源”措施，

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作为解决环渤海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新途径，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可

能性，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上取得的新突破，在全球环境变化、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海冰淡

化有可能成为环渤海地区低碳经济、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举措。



课后查阅资料了解环渤海地区水资源补给方式的发展利用情况，任意选择一种环渤海地区淡水补给的方

式，结合资料从利弊两个角度评价此方法的影响，并分析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的意义和推广价值，写一篇

与主题相关的小论文。

四、课时作业

海冰含盐量接近淡水，适当处理后可作为淡水资源。下图示意渤海及附近区域年平均气温≤－4 ℃日数

的分布。据此完成 1～3 题。

1．图示甲、乙、丙、丁四海域中，海冰厚度最大的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2．下列城市附近海域，单位面积海冰资源最丰富的是( )

A．葫芦岛 B．秦皇岛 C．大连 D．烟台

3．推测目前没有大规模开采渤海海冰的原因是( )

A．成本过高 B．破坏环境 C．资源量不足 D．市场

1.B【解析】气温越低，低温期持续时间越长，海冰越厚。图中四地气温低于 4℃持续时间较长的为甲、

乙两地。甲地位于渤海内部，海水深，海水体积巨大。乙地位于大陆附近，故乙海水较浅，海水体积较小，

易结冰且冰期更长，故正确答案为 B。

2.A【解析】冰层厚度越大，单位面积海冰资源量越大。图中葫芦岛市纬度最高，气温最低，当地海冰

厚度最大。故 A正确。

3.A【解析】根据渤海及附近区域年平均气温≤-4℃日数的分布，可知该地区海冰资源丰富，海冰的开

采对环境不会带来破坏影响，海冰含盐接近淡水，适当处理后可作为淡水资源，推测目前没有大规模开采

渤海海冰的原因是目前淡化生产成本过高，故正确答案为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