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地理教学 高一地理必修二教案(优
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高一地理教学篇一

在上节内容中，我们已经对宇宙中的地球进行了初步学习，
为学习太阳对地球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万物生长靠太阳”，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要学习与地球以及人类生存、生活密切
相关的恒星——太阳对地球的影响，由此，我们才能继续学
习下面几节与太阳对地球的影响有关的内容。所以，本节内
容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在初中对区域地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太阳辐射的分布
已经略有了解，在此基础上要引导学生从原理上理解影响太
阳辐射强弱的因素，并总结太阳辐射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
响。

2.对于太阳活动的认识，学生刚刚接触，因此比较陌生，所
以学生需要一个认识学习的过程。

【知识与技能目标】

1.结合实例，认识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2.结合太阳外部结构说出太阳活动的主要类型以及特征。

3.简述太阳活动对地球的主要影响，并能用实例加以分析和
说明。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结合图片、资料和生活体验提出问题，认真思考，与同学
共同探究，寻求结论。培养分析问题、总结归纳问题的能力。

2.通过阅读课本中出现的地理空间分布图，掌握读图分析并
总结地理规律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养成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现象，从生活中发生的
地理现象去学习、分析的习惯。

2.通过探究太阳辐射、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树立事物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

3.正确认识太阳辐射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树立科学的
宇宙观和发展观。

【重点】

1.太阳能量的来源，太阳辐射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2.通过读图，分析太阳辐射的纬度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3.了解太阳的外部大气结构与太阳活动的类型，理解太阳活
动对地球的影响。

【难点】

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讲授法、读图法、对比分析法。



高一地理教学篇二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有助于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我们该怎么去写教
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高一地理必修二教案，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上节内容中，我们已经对宇宙中的地球进行了初步学习，
为学习太阳对地球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万物生长靠太阳”，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要学习与地球以及人类生存、生活密切
相关的恒星——太阳对地球的影响，由此，我们才能继续学
习下面几节与太阳对地球的影响有关的内容。所以，本节内
容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在初中对区域地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太阳辐射的分布
已经略有了解，在此基础上要引导学生从原理上理解影响太
阳辐射强弱的因素，并总结太阳辐射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
响。

2、对于太阳活动的认识，学生刚刚接触，因此比较陌生，所
以学生需要一个认识学习的过程。

高一地理教学篇三

1、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以城市人口规模来划分

2、不同等级城市服务范围和种类不同,大城市提供服务种类
多,级别高,服务范围相对较大.

3、影响城市服务范围的因素：



影响因素影响表现

二、德国南部城市等级体系的启示

1、同一区域内,不同级别的城市空间组合,就够成立一个地区
的城市等级体系.

2、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范围层层嵌套.

3、不同等级城市数目、相互距离、服务范围、城市职能的关
系：“高少远大多,低多近小少,大的嵌套小”(城市等级高,
城市树木烧,相互距离远,服务范围大,城市功能多;城市等级
低,城市数目多,相互距离近,服务范围小,城市职能少.不同等
级城市服务范围层层嵌套,大的嵌套小的.)

4、中心地理论：

(1)一个中心地的服务范围围绕中心地呈六边形.

(2)是市场原则的作用

(3)高一级中心地服务范围相当三个低一级中心地服务范围.

高一地理教学篇四

第一节 自然界的水循环

一、水圈

1、定义

2、陆地水的相互关系：

二、水循环



1.类型

1)海陆间循环

2)海上内循环

3)内陆循环

2.水循环的地理意义

1)维持全球水的动态平衡。

2)缓解了不同纬度热量收支不平衡的矛盾。

3)通过陆地径流源源不断地向海洋输送大量的泥沙、有机物
和无机盐类。

4)不断塑造着地表形态。

补充材料： 河水补给来源

河流水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但有些河流，即使在较长的时
间不下雨，河流水源仍然比较丰富，如我国华南地区河流;有
的河流则干季甚至断流。由于流域气候不同，降水形式也不
一样，有的是雨水，有的是雪，或兼而有之，这些对河川径
流动态有着不同的影响。河流水源的补给途径，通常分为以
下几类：

1.雨水补给 雨水是河流水源补给最重要的一类。热带、亚热
带湿润地区，河流水源主要是雨水补给。其特点是河流水量
及其变化与流域境内降雨量及其变化关系十分密切。例如，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降水相对集中在夏秋雨季，且多暴雨，
所以夏秋雨季发生洪水的次数较多，汇水过程迅速，来势较
猛，流量过程线呈现锯齿状尖峰。冬季河川除部分雨水补给
外，地下水补给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仍有相当径流。



2.融雪水补给 温带与寒带地区，冬季降雪，地面形成雪盖，
至翌年春季气候转暖，积雪融化补给河流。高山上的积雪，
在气温的夏季融化补给河流。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
江等，春季积雪融化补给河流的水量占一定比例。融雪水补
给特点是，河流水量及其变化与流域积雪及流域气温变化有
关。由于气温的年际变化通常很小，因此它补给河流的时间
比较稳定而有规律。

3.冰川水补给 高山及高纬度，冰川运动至雪线以下或达到正
温度地区，冰川融化补给河流，如我国西部高山冰川夏季融
化补给河流。冰川补给河流水量多少，与流域境内冰川或永
久积雪贮量大小及气温高低密切相关，而河流的水情变化与
气温变化，尤其是气温日变化有密切联系。

4.湖泊与沼泽水补给 某些位于山地高原的湖泊沼泽，本身是
河流的发源地，直接补给河流;有的湖泊汇集了若干河流来水
后又转而补给河流，例如江西鄱阳湖接纳赣、修、信诸水及
百多条小河来水，通过湖口注入长江。湖南洞庭湖也属此类，
湘、资、沅储水洞庭湖，再由洞庭湖几个出口注入长江。湖
泊沼泽补给河流的水量大小及其变化，与湖泊、沼泽补给流
域的来水量及其变化有关，水量变化一般比较缓慢，变幅较
小，因而在月、年、年际间水量变化比较均匀。

5.地下水补给 大气降雨、降雪(融化后)下渗到地下成为地下
水，再由地下水补给河流。在湿润地区，地下水成为河流水
源的重要来源。在岩溶地区，如我国的贵州、广西、云南等
地，地下水成为河水的主要补给者。珠江全年水量丰富，除
流域降水量较多以外，与流域境内地下水埋藏丰富，地下水
补给河流较多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地下水对河流的补给
是稳定的。在没有地面水的补给，而河流又能持续不断地保
持一定水量，就因为有地下水作为河流的可靠补给者。根据
地下水埋藏情况。通常可分为浅层地下水与深层地下水补给。
浅层地下水是贮存于地表松散堆积物中的潜水。主要受降水、
气温、蒸发等气象因素影响，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与日变化，



并与河水有相应补给关系，即河水高于潜水面时，河水补给
地下水，反之地下水补给河流;深层地下水是长时间内渗入地
下深入储存起来的，它缓慢地流出补给河流，受气象因素影
响很小，通常只有年变化，季节变化已不明显。

当然，一条河流的河水补给来源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以某
一种形式为主的混合补给形式，对流域自然条件复杂的大的
河流来说尤其如此。我国长江上游地区除雨水、地下水外，
高原高山上冰川、积雪在夏季融化也补给河流;东北地区的河
流，由春季融化积雪补给，夏季则由雨水和地下水补给;西北
内陆盆地除雨水外，夏季高山冰川、积雪融化成为河流的主
要补给形式。我国季风地区，大部分河流以雨水补给为主，
而冬季则由地下水补给。

高一地理教学篇五

知识与技能

1、认识与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特点

2、了解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3、运用地理环境差异性的原理，分析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现
象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激发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
态度，提高地理审美情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自然带的形成。

2、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的变化规律。

教学难点

陆地环境的地域性分异规律。

教学过程

【导入】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复习提问]

1、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产生的根本原因?

答：地理要素间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2、自然地理环境的两个整体功能是什么?

答：生产功能和平衡功能。

3、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两个表现是什么?

答：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地理要素的变化
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出示景观图片“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内蒙古草原”)(经
济发达地区的教师也可将不同学生在旅游中所看到的不同的
自然风光、自然景观作对比)

师：这两幅风光迥异的图片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具有什么特
点?



生：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差异性。

师：对。我们刚刚学习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但自然地理环
境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差异性。

【讲授】第二节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师：从整体上看，全球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上
面两幅图的差异又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地球表面各地之间
又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地域差异在自然地理环
境中是普遍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只有相似的区域，但不
可能存在两个自然状况完全相同的区域。

(出示图片“五带的划分”)

师：这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中哪个因素在空间上的分异?

生：温度。

师：这种分异的尺度范围是什么?

生：全球性的尺度。

师：对。我们在旅行中所感受到的其他地区和我们家乡的差
异所体现的是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这种地域分异的规模比
全球性的地域分异规模小。

(提问)陆地上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气候类型?

生：由于各地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不同，所产生的热
量和水分的组合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气候类型。

师：请说一说，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动物、植物都有着怎
样的特点。



(生讨论，师总结)在热带雨林中，长年高温多雨，植被常绿，
树种繁多，层次复杂，生长茂盛，林内藤本植物纵横交错，
附生植物随处可见。森林中的动物种类丰富多样，但茂密的
森林使动物行走不便，因而地面上几乎没有善长奔走和长跑
的动物，而多营巢树栖、攀缘生活、耐湿热的动物。

师：那么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动、植物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生讨论，师总结)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典型植被为草类，耐
干旱，根系发达。草原开阔而平坦，动物善于奔跑以逃生或
捕食。

师：从对以上分析知道，自然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性，但在某一地域范围内又表现为景观上的一致性，自然环
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是辩证统一的。

(出示图片“世界陆地自然带的分布”)

师：请同学们结合刚才的分析并观察这幅图片，归纳出“自
然带”的概念。

生：在陆地上，由相应的气候、植被和土壤共同形成了一种
地域组合，在空间上具有一定宽度、呈带状分布的现象。

师：很好。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陆地自然带的分布是
有规律的。

(出示图片“热带雨林景观”和“苔原景观”)

师：请分析造成这两种景观差别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

生：热量因素。从赤道到两极太阳辐射逐渐递减，热带雨林
分布在赤道地区，苔原分布于高纬度的寒冷地区。

生：苔原带、针叶林带、热带雨林带都是横穿整个陆地的。



师：这三个自然带的分布有什么规律?

生：苔原带和针叶林带在高纬度地区，热带雨林带分布在低
纬度地区。

师：自然带在中纬度地区的分布有着怎样的特点?为什么?

生：在中纬度地区主要是受到海陆分布的影响。自然带并不
像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区那样横穿整个陆地，而是在大陆东岸、
西岸和内部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组合。

师：对。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说
一说在中纬度大陆东岸自然带的组合类型。

生：在中纬度大陆东岸纬度从低到高依次是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针阔混交林带。

师：在中纬度大陆西岸自然带有着怎样的分异规律?

生：在大陆西岸纬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
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生：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是在地中海气候下发育的植被类型，
而同纬度大陆东岸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师：那么请大家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

生：大陆东西两岸气候类型不同。

师：具体说有何不同呢?

生：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冬天温和多雨;亚热带季风气
候夏天高温多雨，冬天寒冷干燥。

师：不错。(出示图片亚热带常绿硬叶林代表植物——橄榄的



叶子和果实特征，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树种外表特征作分析
比较)

(生讨论，师总结)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植物为了减少
蒸腾作用大量散失水分，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气候，硬叶林带
的植物通常皮厚叶小，表面有腊质，果实的皮也较厚;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植物的叶片较大，表面也无腊质，原因是这里的
气候特征是雨热同期，植物有足够的水分供应蒸腾作用。

师：中纬度的大陆内部又有着怎样的组合类型呢?

生：有着两种组合。中部的亚热带和温带荒漠带、两侧的热
带草原和温带草原。

师：对。这种从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是以热量为基础的，
当然也有水分条件的参与。

课后小结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异性是有规律
的。我们这节课主要是认识到其差异性。

高一地理教学篇六

大气的热力作用

1)热力环流：由于地面冷热不均而形成的空气环流，是大气
运动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

2)大气的水平运动—--风

影响因素：等压线越密集的地方，则风力越大(图2.10，2.11，
2.12)



在单一水平气压梯度力作用下：风向垂直等压线，指向低压

风向在水平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作用下：风向与等压线
平行

在三个力作用下：风向与等压线成一夹角,始终由高压指向低
压方向.

高一地理教学篇七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天体的主要类型和天体系统的层次，描述地球的宇宙
环境。

2.运用资料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理解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

3.培养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解决有关地理问题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分析图片，形成宇宙物质性的观念，形成天体系统各层次
的感性认识。

2.利用图表分析方法和比较法自主探究地球在太阳系中的普
通性和特殊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宇宙观。

【教学重点】

1.天体系统的层次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2.地球的普通性和特殊性，地球上生命存在的条件。

【教学难点】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

【教学设计】

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1.地球的宇宙环境的组成

(提问)宇宙的含义和特点?

——时间和空间的总和，是由各种形态的物质构成的，是在
不断运动变化的物质世界。

(提问)什么是天体?

——宇宙间物质的存在形式。

(提问)就你所知，宇宙中有哪些天体?

——有星云、恒星、行星、卫星、彗星、流星等自然天体和
人造卫星、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等人造天体。(例如，的太空
垃圾：1965年在美国首次太空行走过程中宇航员爱德华•华特
遗失的一只手套，该手套正在以每小时2.8万公里的速度飞行。
)

宇宙中天体的类型及其特征：

天体概念其他

恒星由炽热气体组成、自己能发射可见光的球状天体。其主
要成分是氢和氦温度高，自己能发光，距离地球非常远。



行星沿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转的球状天体本身不发光，因反
射太阳光而发亮

卫星绕行星运转的质量很小的球状天体月球是地球的卫星

流星体行星际空间数量众多的尘粒和固体小块数量众多，大
小不一

2.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讲述)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宇宙中不同级别的天体系统，来了
解和描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1)天体系统的概念

——宇宙中的各种天体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绕转，形成天体
系统。

(2)宇宙中的主要天体系统

天体系统组成其他

地月系地球和月球地月平均距离为38.4万千米

河外星系银河系之外与银河系相类似的天体系统简称星系

总星系银河系与河外星系目前所知的一级天体系统

(2)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讲述)天体相互吸引和相互绕转形成天体系统，天体系统有
不同的级别，其范围大小不同，通过分析天体系统的级别可
以明确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地球



地月系月球

太阳系

银河系八大行星及其它天体

总星系其他恒星系

河外星系

二.太阳系中的一颗普通行星

目前，已知太阳系中有九大行星。按照它们与太阳的距离，
由近及远，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见下图)

阅读此图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按距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找出太阳系的九大行星，说出
地球的左邻右舍，明确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2)了解小行星带位于火星轨道与木星轨道之间。

(3)认识九大行星公转运动具有同向性、共面性和近圆性的特
征。

(4)认识哈雷彗星轨道具有扁长形的特点。

(5)认识九大行星的大小、有无光环、温度高低等基本情况。

(讲述)总结及推倒太阳系中九大行星之最：

(1)距太阳最近的是水星，最远的是冥王星。

(2)距地球最近的是金星，最远的是冥王星。



(3)体积和质量的是地球，最小的是冥王星。

(4)平均密度的是地球，最小的是土星。

(5)九大行星中逆向自转(自东向西)的是金星。

(6)自转周期最长的是金星，最短的是木星。

(7)九大行星中，距太阳越近，公转速度越快，公转周期越短。
公转周期最长的是冥王星，最短的是水星。

(8)轨道倾角和偏心率均的是冥王星，其次是水星。

(9)卫星数目最多的是土星，没有卫星的是水星和金星。

(补充)九大行星分类：

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巨行星：木星、土星

远日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

三.存在生命的行星

在太阳系九大行星中，地球是一颗适合生物生存和繁衍的行
星。地球上之所以会出现生命，与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以
及地球自身的条件由密切的关系。

1.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1)稳定的光照条件生命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没有中断

(2)安全的空间运行轨道



2.地球适宜的自身条件

(1)地球和太阳的距离适中地表温度适宜

(2)体积和质量适中吸引、保存地球大气

(3)原始地球体积收缩和内部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热量，地内
水汽逸出，产生降水，形成原始的海洋。

(总结)所以，我们的地球是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