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与生活 地理生活论文(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地理与生活篇一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是指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环境，可以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理解。宏观层面上是指地球在天体系统
中所处的位置，即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总星系；微观
层面上是指地球在太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无限的宇宙空间
中，地球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它处在永不止息的运动中。

1、 自身构成特点

（1） 内部构造：地球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地壳、地
幔和地核。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大量气体聚集在地球周围，
形成包层，这就是地球大气层。

（2） 运动周期：地球就像一只陀螺，沿着自转轴自西向东
不停地旋转着。她的自转周期为23小时56分4秒，约等于24小
时。 同时，地球还围绕太阳公转，她的公转轨道是椭圆形，
轨道的半长径达到149,597,870公里。 公转一周要365.25天，
为一年。

2、 普通性与特殊性

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在太阳系九大行
星中，从质量、体积、运动等方面看，地球只是其中的普通
一员，但是，存在生命尤其是高级智慧生命又使地球成为太
阳系中特殊的一员。



（1） 普通性

地球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地球在太阳系中并不居显著的地
位，但由于人类定居和生活在地球上，因此对它不得不寻求
深入的了解。 它是行星地球， 按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
地球是第3个行星，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496亿千米，这
个距离叫做一个天文单位。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地球的
质量、体积、平均密度和公转、自转运动，与其它行星相比，
尤其与类地行星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按八大行星
离太阳的距离来说，地球处于第三位；按质量和体积比较，
地球都处于第五位。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速度，在八大行星中，
既不是最快，也不是最慢，其平均密度与其它类地行星也差
不多所以，从这些方面看，地球确是一颗普通行星。

（2） 特殊性

自身条件：地球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但由于地球在太阳系
中是唯一具有水圈和生物圈的.行星，其大气圈也是独特的。
它具备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充足的水分，恰到好处的大
气厚度和大气成份，适宜的太阳光照和温度范围等，在地球
上产生了目前所知道的唯一的高级智慧生命——人类。从这
种意义上说，地球是宇宙中一颗特殊的行星。

外部环境：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有利条
件：

（1）太阳在过去50亿年中没有明显的变化，并还将保持这种
状态达50亿年之久，这就使地球有稳定的光照条件，生命从
低级向高级的演化没有被中断。

（2）太阳系的各大行星和大多数小行星都以近似圆形的轨道
围绕太阳运动，不仅公转方向一致，而且绕太阳公转的轨道
平面几乎在同一平面上，所以它们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使
地球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宇宙环境之中。



它是美丽的。我们要爱护她，保护她。

地理与生活篇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繁忙，城市化的步
伐也越来越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地理学知识，从而更
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
我将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地理心得体会，为大家提供一些
思路和启示。

第一段：认识城市地理环境

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地理系统，建成环境、生态环境、文
化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了各种特殊的地理现
象和地理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认真观察、
积极了解城市地理环境的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比如，了解本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气象、人口分布、道路交
通状况，学习城市规划、生态保护等知识，都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参与和保护城市。

第二段：掌握地理信息技术

地理信息技术是现代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利用电子计算机、
遥感、GIS等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数据和信息，增
强了我们对生活地理环境的认识。比如，现在很多城市都有
准确的地图和导航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目的地，
规划出最佳的出行路线。同时，还有一些公众参与项目，比如
“自然观察者”，让我们可以分享和记录自身的环境观察和
体验，更好地关注和管理周边环境。

第三段：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它对城市和人们的生活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城市生活中，我们应该关注并做出响



应，比如节约能源，绿色出行，减少废物产生等。同时，环
境保护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城市中有很多自然资源和
生态系统，比如河流、森林、湿地等，我们应该尽量保护它
们的自然状态，减少人类活动对其的干扰和污染。

第四段：学习多元文化和社会经济地理知识

城市中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和经济生活，因此，我们也应该学
习多元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地理知识。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
解和认知周边社区、街道甚至是城市，对我们更好地适应城
市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理解工业地理和商业地理知
识可以帮我们认识到城市中各类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解
各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了解贸易的运转逻辑，从而更
好地处理和规划自身的职业出路。

第五段：总结

在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了常态，生活地理已经不再
是一门理论学科，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
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掌握地理信息技术，感
知城市的地理环境变化，并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多学
习多元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地理知识。这些措施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在日常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提高自身
的生活地理素养。

地理与生活篇三

摘要：学习“生活中的地理”可以增强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在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知识的迁移能力得到提高。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把常见现象、
生活活动与基本知识、基本规律相融合,化抽象为具体、化静
态为动态,化枯燥为生动,从而对提升学生地理学科素养,培养
学生学科能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产生积极作用。更多地理论
文相关范文尽在top期刊论文网。



关键词：地理论文

一、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地理环境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影响深远，可
以说自然地理中的每一个因素都会对人们的衣、食、住、行
发生作用，每一种日常生活又会受到多种地理因素的影响。

衣着方面：在讲述到气候或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时，
给学生提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生活在南北方的人，为什
么北方人的衣橱里的衣服反差更大?……为什么夏天更多的人
穿白色衣服，而冬天则有更多的人穿深色衣服?”同学们讨论
总结之后，学生则能举一反三地举出其他一些例子，如阿拉
伯地区的居民服饰为什么以白色长袍为主，我国藏族牧民则
穿一件胳膊可以露出来的”不对称”的藏袍等等。

住房特征：北方的平顶屋、南方的尖顶房、陕北的窑洞、云
南的吊脚竹楼，新疆的厚墙窄窗、东北的层层门窗，这些住
房特征都深受气候的影响。

影响饮食：“南稻北麦”、“南米北面”。当然，还可以推
而广之，讨论西方人和我国人民的饮食习惯的差异性及原因
分析，让学生尝试触摸人的饮食习惯于气候之间的联系。

行的方面：适时让学生讨论交通规则中的“红灯停，绿灯
行”，以及“为什么机动车的尾灯都是红色的?”，甚至与全
球变暖与汽车数量的增长之间的联系等这些问题。

二、运用地理知识解释学生学校生活的一些现象

教室一个学期变动几次的作息时间表，其实也是很好的教材，
从变动的作息时间表来理解“太阳直射点的`移动”、“昼夜
长短的变化”等内容。如当学校更换作息时间表的时候，我
在课堂中问学生：“为什么要交换作息时间表?”身边的事物



与书上的知识有意识地联结在一起，不但可以帮助学生理解
课本知识，而且无意中也增加了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三、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分析自己家乡的自然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大体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地理环境。而中
学生地理思维、地理意识、地理能力的培养无不是以自然地
理知识为基础，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一个人地理能力、的高低。所以，培养学生的地理应用能力，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然地理学应用能力，当然，从分析自己
家乡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难度小，学生感兴趣。如学习地
形知识时，给学生提出问题：南溪区的地形特点是什么?推而
广之，学习所有的自然地理知识时，让学生分析一下我区的
特点，当学生获得了我区地形特征、气候特征，就能初步分
析水文特征、土壤特征，并进一步分析自然地理特征对当地
人民的生产生活对来的影响。

四、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分析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背景中。从根本说，学
习地理是为了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并在改造利用环境的同
时，协调与它的关系，达到“天人合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在地理教学时，教师应密切关注周围的生活现象，经
济发展，并适时地引入课堂，探究其形成发展的地理原因。
例如：在学习关于城市形成的知识时，我给出宜宾市的发展
历史，让学生讨论：有什么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宜宾的学生来
说，这个话题很有吸引力，学生各抒己见。

地理与生产的联系十分密切。农业在地区间、部门间虽然差
别很大，但都离不开当地一定的地理环境，而农业类型的选
择及农业发展方针与措施的制定，都可以说是对地理知识的
运用，使学生体会地理对于生产建设的巨大作用，也是
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理念的具体体现。例如，在学
完农业后，让学生学生根据宜宾的农业区位因素讨论宜宾的



农业地域类型，讨论内容是自己地区的经济问题，学生兴趣
浓厚。观点很多……。提倡“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使
学生感受到地理与生活息息相关，在他们了解当地农业发展
政策时充分认识到生活离不开地理，从而产生学习地理的需
要，消除学生对学习地理的畏难情绪。

五、运用地理知识，解读“新闻联播”

把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内容，有选择地纳入到地理教学中，
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开发学生的能力、培养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有积极意义。因为“新闻联播”中
的每件事都和一定的地理环境相联系，它贵在“新”，时效
性强，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普遍关注。更有利于培养学生
关心社会、关心时事的责任感。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神
舟8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按预定地点安全着陆、超强台
风“圣帕”来袭等等，使学生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新的
知识，诱发了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积
极性，使他们的学习由被动变主动，而且使学生养成自觉关
心国家大事、世界热点的习惯。

应该说，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从生活中学习地理也是课
改成功的关键。新教材的成功是因为它特别重视地理和生活
的关系，让地理如识服务于生活。教师应从地理与生活盼关
系入手，为地理课堂输入新鲜的生活内容，让学生学习有用
的地理知识。

总之，地理教学必须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只有从生活中汲取
养分，课改的路才能越走越宽“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
理念给教学内容的分析组织以及教学设计提出了明确的指向
性要求，必将对未来的基础地理教育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而且使地理成为一门对学生终身发展有利的学科。



地理与生活篇四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数十万年的历史，而与地理相关的
知识则是人们探究生存环境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产生的。
生活地理，是指人类根据自身生存需要而在特定地域进行的
各种活动。随着社会发展，如今的生活地理也更为多样化。
在我的生活中，我对于生活地理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了解生活环境，提高对地理的认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地理的关系密切。了解自身所处的地
理环境对于做出合理的决策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厦门这座
城市，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气候偏暖湿，又因地处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域，所以在植被方面，热带亚热带的植物所占比例
更大。当我需要进行户外运动、旅游等活动时，就可以根据
这种环境特点做出相应的准备。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了解
本地的习俗、文化等也是认识生活地理的重要方面。

第二段：生活地理的多样化

由于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人们对于生活地理的活
动也越来越多样化。比如，如今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一个非
常庞大的产业，万千旅行家在世界各地探求美景，也成为了
一种特定的生活地理活动。我也很喜欢旅行，每到新的地方，
学习这个地方的文化、风俗、历史等等，也是认识生活地理
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生活中的户外运动、社区活动、参
观博物馆等也可以视为生活地理。

第三段：生活地理可以破解社会问题

生活地理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
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城市化进程的认识，破解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可以通过认识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利用，
解决环保问题；可以通过对人口分布和城市规划的了解，解



决城市人口居住问题等。

第四段：借鉴国外生活地理经验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对于生活
地理的认识，跨越国际层面是很重要的。了解国外的生活地
理经验，也有利于我们在应对本土问题时开拓思路。比如，
如何提高城市人口居住舒适度，日本的小型住宅、多功能性
城市规划等都可以借鉴；如何缓解城市交通问题，西班牙的
无车日和德国的自行车专用道等也有助于解决。

第五段：生活地理是持续学习的过程

对于生活地理的了解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不断地探寻和
学习是必要的。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人类对于地球的认
识也在不断更新。比如，气候变化、人口分布、城市化进程
等都是当下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不断学习探究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做出更加明智和有利
于自己和他人的决策。

总结：生活地理的多样性，使得我们在探索、学习、应用的
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同时也为我们解决生活中
的问题提出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需要提高对于生活地理的关注和学习，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
总结和提升。

地理与生活篇五

地理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特征和自然现象的学科。而我们的
生活与地理息息相关，地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在生
活中，我们需要了解地理知识，去探索自然与人文，从中获
得不同的经验与启示。在我接受生活地理教育的过程中，我
获得了一些感悟与灵感。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地理
心得体会。



一、了解地形

地形是指地球表面的形状或地区地貌的总体特征。在我的生
活中，留意地形可以帮助我更加安全地出行。例如，我需要
去一个新地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几乎都会使
用GPS或导航仪。然而，如果我们对于地形有一定的了解，
会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抵达目的地。例如，在我的城市中，有
一条名为“鹦鹉大道”的路线，是一个往来于山区和海岸的
道路。由于其所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条路线也拥有大量
的急转弯和陡坡。对于来到这里的司机如果没有了解到这一
特点，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因此，通过多了解地形特点，
我可以提高对于自己行动的安全性。

二、认识气候

气候是地球表层各地不同的气象条件的总体反映。我明白了
气候对于人类的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炎热的天气中，
我们会更多地倾向于在室内寻找凉爽；在寒冷的天气中，我
们会更多地选择住在暖和的房子里。同时，在不同的气候下，
我们喜欢做的活动也很不同。对于北方的人来说，滑雪是最
受欢迎的运动；对于南方的人来说，水上运动更受欢迎。因
此，认识气候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计划自己的生活、出行和活
动。

三、了解天文

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和宇宙的学科。认识天文学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太阳每天升起和落下，而日出和日落的时间也会
因季节和时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我的手机中，我设置了
日程提醒，以保证每天在正好将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时候到家。
同时，我通过阅读天文学的书籍，了解了银河系之间的关系、
不同恒星的特点等，也让我对于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关注环境



环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我意识到环境对于
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地球的空气、水源和
土壤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与质量。现代社会中，工业化、
工程开发往往会造成一些污染和破坏。在生活中，我们需要
注重环境保护，减少浪费和污染。例如，我在家中使用节能
灯泡、回收废品等，尽我所能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五、发现人文

地理不仅涉及到自然环境，也能发现一些人文特点和背景。
通过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处的这
个社会和世界。例如，在我的城市中，我们有一处有着悠久
历史和文化的古迹。每年农历新年和中秋节期间，当地会举
办一些文化活动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
国文化、陶艺文化和书法文化。

结语

总之，地理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通过了解地
形、气候、天文、环境和人文，得到了丰富的发现和经验。
我相信，在日后的生活中，我仍将持续探索和了解更多关于
地理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