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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课型】新授课 
【教材分析】 

本课是高中地理必修模块：①的最后一节内容，从它的位置安排就可以看出它的定位：即对自然地

理知识的总结、归纳和融合。所以在教学中应充分联系学生已有的旧知识，做好纵向、横向联系，启发

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在教学时，要突出读图分析、推断的环节，而且所提供的图

表、资料必须有利于学生分析、推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教材对此内容淡化了“地带性”、“非地带性”

的概念，同时注重案例解读得出“地域分异规律的结论”。从本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地理新课程理念“简

化概念”、“增强体验”、“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知识”。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懂得地域分异在自然地理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 

（2）读“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获取“由赤道到两极、由沿海到内陆”的地理环境地域分异规律。 

（3）读“喜马拉雅山的垂直地域分异图”，获取“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4）结合实例了解人类怎样利用地域分异规律。 

2、过程与方法 

（1）掌握区域分析与对比的地理研究方法，利用景观图片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培养从图像中提

取、认定、加工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 

（2）结合实际分析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培养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树立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无处不在的思想，因此在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中要做到因地制宜，形成对自然

地理环境的正确态度和责任感。 

【教学重点】 

1.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2.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教学难点】 

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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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理解了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那么现在我提出一个观点：自然环境除了具有

整体性，还具有差异性，并且地域差异在自然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自然环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

两个自然状况完成相同的区域。你们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吗？ 

生：同意！ 

师：如果我们有可能做一次长途旅行，比如从我国炎热的华南到温凉的北方，或者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

陆，再或者从高山的山麓攀登到山顶，都会有明显体验。那为什么在陆地环境中存在着地域差异呢？今

天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板书：第二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师：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多媒体展示“热带雨林”和“内蒙古草原”），请同学们来简要描述一下热带

雨林和苔原景观的植被差异。 

生：略 

师：同学们观察的很细致！那么在更大的范围内，比如亚洲，乃至扩展到全球来看，是不是也存在着这

种差异呢？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 5.6世界陆地自然带的分布”。 

生：略 

师：刚才同学们说了很多，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低纬度地区，一年中太阳高度角较大，地面获得的

热量较多，所以气温较高，植物生长旺盛；而高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较小，地面获得热量相对较少，所

以气温较低，植物生长力相对较弱。 

师：那么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差异不仅存在，而且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请同学们

分析一下造成这种景观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反映出了怎样的地理规律。 

生：小组讨论，回答。 

师：刚才大家说得真具体，甚至有的同学还举了例子。那我们可以读出共同的结论是：以热量差异为基

础，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板书：赤道到两级的地域分异规律    热量差异 

师：同学们，从赤道向两级的这种递进关系是纬度方向还是经度方向呢？（维度）那么自然地理环境会

沿着纬度变化方向有更替，那沿着经度变化的方向会不会变化呢？情况又是怎样呢？让我们进行一次旅

行，从我国黑龙江省出发向行，沿途可以遇见哪些景观呢。（图片展示：逐一出示点，学生依次回答景观

名称） 

生：大、小兴安岭森林带——内蒙古草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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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形成这种自然景观差异的原因的是什么呢？ 

生：略 

师：在学习地球上的水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我国水资源的分布特点，回忆一下，有什么特点？ 

生：东南多，西北少；夏秋多，冬春少。 

师：好。因为我国各地距海远近不同，降水量多少就不一样，各地表现出不同的干湿状况，也就生长着

不同类型的植被，发育着不同的土壤，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还具有怎样的

地理规律呢？ 

生：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板书：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水分差异 

师：北京奥运提出的口号是“绿色奥运”。有人建议在北京大量种植常绿阔叶树种，请同学们结合北京的

气候，想一想，这样做合适吗？为什么？（展示北京的气候直方图） 

生：不可以，因为北京是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而常绿阔叶林生长在亚热带。 

师：很好，因此北京在绿化中，应该以种植，对，应该以温带落叶树种和适应温带地区的草类植物为

主。常绿阔叶树种不能很好地适应北京气候，成活难度大，养护费用会很高。 

师：同学们，你们有人登过山吗？哦，有。那么登上山顶有什么感觉呢？ 

生：略（累呀！） 

师：对！特别是海拔高度比较大的山脉，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压、气温、空气中的水分等等都会发生变

化，相应地自然景观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些地方有“一山有四季”的说法。下面我们来一起研究山地

的垂直地域分异规律，喜马拉雅山地区由于海拔高度大，垂直自然带发育是比较典型的。从它所处的纬

度来看，它的基带（最下面的一个自然带）与平地上的自然带是一致的，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呢？ 

生：喜马拉雅山纬度大致在 28°N，因此其基带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师：是的，当随着高度的增加，自然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请同学们看 P101“活动”，山地分析为什么喜

马拉雅山南北坡的垂直带谱有那么大的差异呢？小组讨论一下。 

生：（小组讨论，略） 

师：同学们，已经大致地说出山地垂直带谱的特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南坡的高差比北坡大，纬度

也比北坡低。是迎风坡，在山下的水热条件比北坡好，因此南坡自然带普遍比北坡复杂。那么现在同学

们思考一下，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规律主要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 

生：水热状况 

板书：山地垂直的地域分异规律   水热状况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广西华图教师微信公众号：gxhtjs                 3                   教师面试资料下载群：

188294915

师：那么这些地域分异规律对我们现实生产和生活有什么实用价值呢？同学们可以借助书 P101阅读来思

考。 

生：略 

师：有没有同学能来举例一下？ 

生：在我国温带水域，水葫芦生长旺盛，既可消耗水体中多余的养分，又可作为饲料和绿肥，发挥了较

好的生态效益。但是，如果把它们引种到亚热带水域却因生长过于旺盛而引发了生态灾难。 

师：嗯，很好。当然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利用这三个规律解释的地理现象。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

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哪位同学愿意来帮助其他同学总结一下？ 

生：由赤道到两极；从沿海向内陆；以及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师：那么产生这些规律的主导因素又分别是什么呢？ 

生：这些规律是建立在热量、水分和水热差异的基础上。 

师：很好，现在老师就要来考考大家这节课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了。下面我们来做课本上的思考题，同桌

之间互相讨论。 

生：略 

师：刚才我们见识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地域分异规律的很多例子，那么全球的自然地理环境都完全遵循地

域分异规律吗？请举例说明。 

生：略 

师：老师看到很多同学摇头，那么老师给个小提示：绿洲。绿洲存在于干旱沙漠中，只要有水，就可以

植树、种草、种庄稼，它是不是我们上面所学的三个地域规律中的哪个可以解释的？ 

生：不行。 

师：是的，因此我们把这种没有一定规律的现象称为非地带性现象。那么相对应的，上面所学的三种就

是地带性规律。同学们，陆地上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相对

的，差异性则是绝对的，但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是有一定规律的，可是在规律性中又表现出复杂性——

非地带性现象。 

板书：非地带性规律 

课堂小结：自然带的分布是复杂的，这是自然地理环境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根源所在；自然带的分布

是有规律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有规律分布的自然带构成了全球和谐的自然环境整

体，同时自然带之间错综复杂的要素关系，有许多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因此，人类不能随意去破坏

任何哪怕是极微小的环节。我们要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把握其内在规律，特别是要从自然地理环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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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上把握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生产，从而造福人类，实现

人地关系的和谐。 

 

 

 

【板书设计】 

第二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地域分异规律      表现形式                   主导因素 

由赤道到两极   沿纬线变化方向更替           热量差异 

由沿海到内陆   大致沿经线变化方向更替       水分差异 

垂直地带性       由山麓到山顶，垂直更替       水热状况 

            非地带性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第 1 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通过阅读，能描述洋流的概念、分类。 

（2）学会运用地图比较分析归纳世界海洋表层洋流的分布规律，解释其成因。 

（3）能举例说明洋流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 

（1）在认识洋流的形成原因是由各种因素影响下的过程中，学会通过综合思考解决问题的

方法。 

（2）学会绘制洋流分布图，归纳总结世界洋流的分布规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树立各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意识。 

（2）激发学科兴趣，培养分析研究地理问题的科学方法与态度。 

教学重点： 

1、世界洋流的成因和分布规律。 

2、通过考虑大陆的轮廓情况进一步分析描绘全球洋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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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洋流模式图的推理以及实际洋流分布规律。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You jump，I jump!”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台词呢？ 

是的，那么《泰坦尼克号》讲述的怎么样悲情的故事呢？ 

是的，号称当时世界最坚固的轮船怎么哗啦一下就沉没了呢？ 

没错，是撞冰山了。那么 40°N的海域是不可能发育这样大的冰山的，那么这座冰山来

自哪里呢？又是怎样的力使它到达这里而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的呢？  

这就与我们今天的新课有关——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板书】第二节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引导】物质在不停的运动，占据地球表层 71%的海洋又是如何运动的呢？有没有同学能举

例一下？ 

    是的，波浪、潮汐，还有洋流。那么什么是洋流呢？请同学们快速阅读 57页的文字，

思考洋流定义、分类以及成因。下面我们请坐在中间戴眼镜的同学来回答一下。 

【板书】一、洋流 

1、 定义 

【引导】没错，洋流就是海洋中的海水，常年比较稳定地沿着一定方向做大规模的流动。在

这之中同学们可以看看对于这个流动有哪几个修饰词？ 

是的，“常年”、“稳定”、“沿着一定的方向”、“大规模”，看来大家语文学得不错！这说

明洋流并不是在某个特殊的时候才发生的海水的流动，而是相对稳定的，这样的海水运动才

能称为洋流。 

    世界表层洋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分布规律呢？请同学们观察课本图 3.4冬季表层洋流的 

分布。图中的箭头表示的是洋流，大家观察有什么特点呢？ 

    有红色，有绿色；有低纬流向高纬，有高纬流向低纬。那么，红色代表的洋流和绿色代 

表的洋流分别代表——对！暖流和寒流。这是根据洋流的性质来划分的。 

【板书】2、按性质分： 

（1） 暖流 

（2） 寒流 

【引导】从字面上来看，同学们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暖流和寒流吗？ 

    大家真聪明，从水温高的海区流向水温低的海区的洋流是暖流；从水温低的海区流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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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高的海区的洋流是寒流。只是，大家要注意，寒流和暖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所流

经区域的水温而言的。 

那么同学们看图 3.5，观察一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侧寒暖流的流向有什么规律：是

不是暖流都是从低纬度海域流向高纬度海域，而寒流则相反。比如我们的加里福利亚寒流和

日本暖流，同学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来，我们请坐在最后面穿红色衣服的同学来回答一

下。 

    这位同学对我们以前学的知识掌握得很好呀。没错，由于温度是从赤道地区向两极递减 

的，海水的温度也是这样的，所以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的洋流一般是暖流，从高流向低的通 

常也是寒流。 

【板书】 低纬流向高纬 

         高纬流向低纬 

【引导】下面，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小实验。这是一根平整得水管，如果我拿一股水流冲向

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你们看，我们有些同学平时就很注重观察身边的现象。是的，水管会发生弯曲。其实洋

流与这个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假设海水不运动时，海平面等温线应该是——没错，平行

的。如果有一股温度较高的海水冲过来，那么等温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是呀，会弯曲。

等温线弯曲的方向就是洋流的什么呀？对，流向。大家反映真快。很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一

下两个练习。 

【练习】省略 

【引导】其实，洋流的分类不止这一种。如果按成因来分的话，有风海流、密度流和补偿

流。不过，这个没有要求同学们掌握。那么，是什么原因鼓动这样大规模的海水运动呢？下

面请同学们观看影片。 

有没有哪位同学自告奋勇回答问题呢？好，手举得最快的你来。是，洋流主要由盛行

风、大陆的轮廓和地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形成的。哪个才是形成洋流最主要的因素呢？来，

我们请坐在窗户旁的同学来回答一下。嗯，盛行风是洋流形成主要动因。 

【板书】3、成因 

【小结】大家知道什么是洋流，洋流的成因有哪些之后，那么，海洋表层的洋流有什么样的

分布规律呢？下面，我们就具体来共同探究一下。 

【板书设计】 

第二节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一、 洋流 

1、 定义 
2、 按性质分： 

（1） 暖流：低纬流向高纬 
（2） 寒流：高纬流向低纬 

    3、成因：盛行风、地转偏向力、大陆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