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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因 编写说明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是引领、指导和规范学生学习活动的

教学用书。《精讲精练》随着六盘山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而逐步成熟、完

善，是六盘山高级中学新课程改革的结晶，凝聚了新课程改革九年来六盘山高

级中学教师的智慧与创造。

自 2004年秋季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成立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课堂行动研
究课题组”，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寻

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追求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有效化，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最

终形成了对学生学习行为具有引领、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宁夏

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的编写，在充分考虑学情和贯彻新课

程理念的基础上，落实课程标准精神，注重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整体考虑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落实基础，强调能力，突出创

新。该丛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因 丛书体例
丛书通过点拨具有启发性的学习技巧、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精心设计

研讨式的探究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感悟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培

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地理分册设置

以下几个板块：

学习目标 提示本章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

学法指导 提示本章学习思路，指导学习重点和难点的突破方法，点拨学

习技巧。

学习导读 提供本课学习准备知识，阐释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引导学生

获取知识，夯实基础，形成能力。

学法点拨 点拨学习方法，指导学习，提示学习重点和难点的突破方法。

例题精讲 针对学习重点和难点，选取符合学习目标，命制科学、规范的典

型试题进行剖析，点拨解题思路，提供探究所需的方法和技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随堂精练 根据每节课的重点和难点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达标测评 体现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针对学习目标设置新情景和新问

题，检测和巩固学习结果。

拓展延伸 着眼于课堂知识的拓展、延伸和深化。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

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与迁移以及认识的提升与发散。

趣味阅读 选择与本课内容相关的学科信息与资料链接，开拓学生视野，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另外，每章后附有单元检测卷（分 A卷和 B卷，A卷强调基础性，B卷强调
提高和综合），供学生自我检测之用。

因 使用建议
自主学习 新课程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本丛书各板块的设置特别关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希望同学们借助这些板块，

在学习中主动观察、思考、表达、探究，逐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循序渐进 丛书力求遵照同步学习的客观规律，在板块设置、内容安排、方

法应用、能力考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梯度性和渐进性，逐步从基本要求向较

高要求递进。学习中要充分关注这一特点，以学习板块为顺序，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学习效果。

学以致用 各板块的设置和习题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实用性、新颖性和

探究性，选用了大量与实际生产、社会生活、中外时事和科技发展相关的问题。

学习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实现书本、课堂向社会、生活的

延伸，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

但愿本丛书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好帮手。

受水平所限，本丛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使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日臻完善。

《精讲精练》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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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的地球

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宇宙和宇宙中有哪些主要天体类型，重点认识恒星和星云这两种宇宙中最基
本的天体，并树立宇宙是物质的观念。

2. 知道太阳系的成员，了解太阳、八大行星及其卫星、彗星的简要特征。
3. 能够运用有关资料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4. 了解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5. 了解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6. 了解地球自转、公转的概念及其方向、周期、轨道、速度等。
7. 理解黄赤交角的形成及其导致的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规律。
8. 理解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地理意义。
9. 知道地球具有明显的圈层构造。
10. 了解地球内部圈层及其划分依据和主要特征。
11. 了解地球外部圈层及其主要特征。
12. 了解地球的垂直分层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13.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正确的环境观。
学习指导

联系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和天文现象，理解地球运动的规律。用对比法分析地球自转和公转的

规律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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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球在宇宙中

学习导读

1. 宇宙是由哪些物质构成的？地球在宇宙中处于何种地位？
2. 宇宙对地球有哪些影响？地球、月亮和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体系？
学法点拨

1. 从探索入手，比较太阳系中八大行星的表面温度，分析它们的变化规律。这和它们在太阳
系中的位置有什么关系？

2. 夜观天象，能够辨认天空中的星星。看天体系统四个层次的示意图，认识天体系统的级别。
3. 观察太阳系示意图，明确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分析地球成为宇宙中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的

原因。

例题精讲

例：与银河系处于同一个级别的天体系统是（ ）。

A. 太阳系 B. 地月系 C. 河外星系 D. 总星系
解析：天体系统是有层次的，其组成可用下图表示：

可见，地球沂地月系沂太阳系沂银河系沂总星系
答案：C
随堂精练

1. 下列属于天体的是（ ）。

A. 北极星 B. 河外星系
C. 空中飞行的飞机 D. 待发射的人造卫星

2. 下列天体系统中，不包含地球的是（ ）。

A. 总星系 B. 银河系 C. 河外星系 D. 太阳系
3. 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与地球毗邻的行星是（ ）。

A. 水星、金星 B. 木星、火星 C. 水星、木星 D. 火星、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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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地球上存在的生命无关的因素是（ ）。

A. 日地距离适中 B. 安全稳定的宇宙环境
C. 地球上形成适合生物呼吸的大气 D. 月球绕地球旋转

5. 在下图中填入天体系统名称，完成天体系统关系框图。

达标测评

1. 下列天体中，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是（ ）。

A. 太阳 B. 金星 C. 月球 D. 火星
2. 人们夜晚仰望天空，看到的天体绝大部分是（ ）

A. 行星 B. 星云 C. 恒星 D. 卫星
3. 下列有关天体运动规律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太阳家族中的所有天体都绕太阳转动
B. 宇宙中的恒星都绕银河系中心转
C. 在北半球，人们每天观测到的各种天体绕北极星运动并非是天体本身的运动
D. 除了太阳、月球之外，人们无法观测到天体自身的运动

4. 有关宇宙和天体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目前人们用肉眼或借助望远镜可观测到的各种星体总称为天体
B.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范围会随着人类探测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扩大
C. 宇宙中最基本的天体是恒星和行星
D. 各种天体孤立存在于宇宙中

5. 地球为什么会成为生命的摇篮？试分析地球的宇宙环境和自身环境的特点与生命物质存
在条件的关系，并用直线相连。

①地球磁场 a.地球表面存在大气层

②地球的质量与体积 b.削弱到达地面的紫外线

③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c.水经常能处于液体状态

④地球大气中的臭氧层 d.削弱宇宙射线对生命的伤害

⑤地球自转周期 e.昼夜温差不大

第一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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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讲精练 高中地理·必修 1

拓展延伸

1. 2005年 7月 4日，美国“深度撞击”号宇宙飞船发射一颗撞击舱猛烈撞击“坦普尔一号”彗

星，地球上的人们可以借助小型望远镜观察到彗星被撞击时产生的绚丽火光，撞击的目的是在彗

星上撞击出个凹坑以窥探其内部结构，寻觅和研究 40多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的冰冻残留物。

据此回答：这次宇宙探索的行动，主要目的是（ ）。

A. 研究地球的宇宙环境，保护地球不受外来天体的撞击
B. 寻找天体上新的矿产，以应对地球上日益减少的矿产资源
C. 地球上人口过多，寻找条件适宜的天体，迁移地球上的部分人口
D. 寻觅和研究太阳系形成时的冰冻残留物，以加深对太阳系的了解
2. 生命是宇宙中最高级和最复杂的物质形式，是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演化的产物。假如你承

担了寻找外星人的任务，茫茫宇宙中哪些地方可能会有生命呢？

趣味阅读

探寻地外生命

美国航空航天局正在实施一项太空计划，旨在搜寻整个银河系范围内的地外生命。

按此计划，从现在起到 201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将发射一系列探测器、观测器和轨道望远

镜，对太阳和太阳系周围 50光年～100光年的区域进行搜索，寻找类似地球的行星或人类可能

还不知道的其他生命形式。

这项计划是在近年来不断发现地外生命痕迹的背景下诞生的。最近 3年来，美国和俄罗斯

科学家对来自太阳系或其他星系的 8块陨石残片进行研究，发现陨石中有低等菌类和细菌化石，

从外表来看，这些生物体很像浮游生物，这些化石生物的年龄在 60～70亿年之间，而地球的生命

才有 50亿年。1997年美国对火星的探索，加深了对火星的了解，今年初“伽利略”号探测器发现

了木星卫星木卫二的表面有巨大的冰山，冰层下蕴藏着海洋，而海洋中适宜的环境可以维持生

命。美国科学家认为，木卫二是最有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方，在水下火山口附近可能存在着微

生物，甚至是更大的生命形式。今年年初美国太空探测器重访月球，发现月球上有冰态水，更激起

了美国人的“月球探测热”。

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韦勒称下个世纪美国将“发现类如地球的行星，并取得表明外太空

存在生命的确凿证据”。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近指出，科学家直到现在知道的生命，都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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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氧大分子，并生活在水的环境中的，现在已在星际空间中发现氨基酸的存在，那这就是这种

生命的起源了。

（摘自 1998年 4月 15日《人民日报》）

思考：地外文明有存在的可能性吗？

第二节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学习导读

1. 太阳辐射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2. 太阳活动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学法点拨

1. 分析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图，找出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是多少年？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与
年降水量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2. 阅读课本，理解太阳能量的来源、太阳辐射的含义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3. 理解黑子、耀斑的概念，明确它们是太阳活动的主要标志，理解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例题精讲

例：读下图，回答下列问题。

200

160

120

80

40

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9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年）

黑
子
相
对
数

太阳黑子活动周期

（1）根据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图判断：太阳黑子活动于 21世纪初的 年达到高峰

期，届时太阳大气层中的 活动也随之加强。

（2）黑子和耀斑活动增多时，发出的 会扰动地球上空的 层，

对 电话及传呼机等通信造成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另外还将扰动

产生“磁暴”现象。

（3）北美洲受太阳黑子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 。这个国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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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看到壮观的 现象。

（4）根据所学知识，你认为下列（ ）应加强对太阳活动研究的预报。

A. 通信部门 B. 航天部门
C. 冶金工业部门 D. 气候研究部门

解析：黑子活动周期是 11年，由此推断为 2002年前后，耀斑的周期也是 11年，常随黑子群
的增多而增多。由于加拿大纬度高，一部分领土位于北极圈内，距地球磁场较近，太阳活动高峰期

时大量带电粒子流高速冲进极地高空大气层，被地球磁场捕获，同稀薄大气相碰撞产生极光。因

此，太阳活动的强弱与通信部门、航天部门、气候研究部门关系非常密切。

答案：（员）2003；耀斑 （圆）电磁波；电离；无线；地球的磁场 （猿）加拿大；极光 （源）ABD
随堂精练

1. 有关太阳辐射能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太阳辐射能来源于太阳内部的核裂变反应
B. 太阳辐射能绝大部分可以直接到达地表
C. 太阳辐射能在地表分布比较均匀
D. 太阳辐射能是促进地球上的水、大气运动和生物活动的主要动力

2. 下列现象与太阳辐射能无关的是（ ）。

A. 利用地热能发电 B. 煤、石油等矿物燃料的形成
C. 地球上的大气运动 D. 地球上的水循环

3. 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

A. 太阳活动加强，将导致荒漠化加重
B. 带电粒子可引发地球上的磁暴
C. 太阳活动的强辐射会干扰无线电短波通信
D. 太阳黑子的增多会导致地表平均气温下降

4. 在太阳光球层和色球层出现的太阳活动的主要标志是（ ）。

A. 黑子和耀斑 B. 耀斑和日珥
C. 黑子和太阳风 D. 耀斑和黑子

5.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太阳是一个巨大炽热的气体球 B. 太阳是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释放能量
C. 太阳活动是指太阳不稳定的运动 D. 太阳活动具有 11年的周期

达标测评

1. 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于（ ）。

A. 耀斑爆发 B. 黑子变化
C. 氧气的燃烧 D. 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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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太阳辐射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太阳辐射是一种电磁波，大约 8分钟可到达地球
B. 太阳辐射能是来源于其内部的核裂变反应
C.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大气、水、生物和地震活动的主要动力
D. 太阳辐射能不包括煤、石油等

2003年 3月 4日至 3月 12日，北京、杭州等地受到“日凌”的袭击，广播电视、通信信号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据北京天文台介绍，每年的春分、秋分前后，太阳、地球和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将

会呈“一直线”排列。这时，通信卫星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太阳较强的电磁波辐射就会进入接收

系统，干扰通信信号，产生所谓的日凌现象。据此回答 3~4题。

3. 下列有关“日凌”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日凌”产生时，地球位于太阳和通信卫星之间
B.“日凌”是太阳本身的一种异常活动
C.“日凌”是太阳对卫星通信的干扰现象
D.“日凌”是太阳黑子爆发的结果

4. 下列有关太阳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B. 地球上的水旱灾害和太阳活动没有关系
C. 黑子和耀斑是太阳活动的主要标志
D. 太阳大气由外向里依次是光球层、色球层、日冕层

5. 读下图，完成下列问题。

黑
子
相
对
数

（毫米）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年）

黑子相对数
降水

36测站

12测站

250
200
150
100

300
250
200
150
10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100
50
0

100
50
0

100
50
0

70° ~80° 157° ~81°Ｎ Ｎ W E

60° ~70° 166° ~41°Ｎ Ｎ W E 22测站

50° ~60° 177° ~150°Ｎ Ｎ W E

太阳黑子活动与年降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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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12观测站测得的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与太阳黑子相对数的年变化之间的关系是
。

（2）在 22观测站测得的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与太阳黑子相对数的年变化之间的关系是
。

（3）在 36观测站测得的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与太阳黑子相对数的年变化之间的关系是
。

（4）从图上反映出许多地区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与 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变化

的周期约为 年。

拓展延伸

下图是“我国部分地区年太阳总辐射量图”，下表给出了我国某些城市的年平均日照时数与

地理纬度。

北京 30

100

郑州兰州

上海

120

重庆

福州

广州昆明

140

140

120

100
年太阳总辐射量单位：
千卡／平方厘米

0 500km

拉萨
110
120

南
海

诸

岛

城市地区 年平均日照时数 地理纬度（北纬）

南京 2182.4 32°04′

上海 1986.1 31°12′

成都 1211.3 30°40′

杭州 1902.1 30°20′

宁波 2019.7 29°54′

拉萨 3005.1 29°43′

（1）据图回答：
淤图示各省级行政中心中， 的年太阳总辐射量最高，原因是

。

于在直辖市中， 市的年太阳总辐射量最低，原因是 。

盂图中台湾岛西侧的年太阳总辐射量比东侧 ，原因是 。

（2）由上表所列数据可以推知，在这些地区中，我国最能有效直接利用太阳能的城市是
。其理由除了 外，还与该地区的 、

和 等因素有关。

趣味阅读

太阳能的利用

太阳辐射为我们人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能源，如何利用太阳能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

题。目前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这些不可再生的能源，使其数量急剧减少，出现了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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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紧张问题，并且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了保护地球环境，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能源，

开发清洁、无污染的可再生的能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太阳能是一种无污染的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人类最理想的能源之一。目前太阳能的利用方式，主要有太阳能的热利用

和太阳能的光电利用两种方式：（1）太阳能的热利用是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后使用，实现转换的

器件为集热器。由于利用的目的不同，集热器及其匹配系统各不相同，如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干燥器、太阳房、太阳能发电等。（2）太阳能光电利用是指太阳的辐射能光子通过半导体物

质转变为电能的过程，通常称“光生伏效应”，如太阳能发电站、太阳能电池等，我国太阳能最丰富

的地区是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太阳能最贫乏的地区是四川盆地。

人类自 20世纪 30年代开始了对太阳和恒星内部结构与能源的研究，导致了热核聚变的

概念，为人类利用核能提供了启迪，可以说天文学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世界上

经济、科技较发达的国家都在努力开发核能。核能的能量密集，消耗的原材料少，地区适应性

强，但技术要求高。法国是世界上核能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最大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核能发

电量最大的国家。我国也建设了大亚湾、秦山等核电站，为解决我国东南沿海能源缺乏问题作

出了贡献。

第三节 地球的运动

第一课时 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学习导读

1. 演示地球仪，从北极和南极上空观察地球自转的方向。
2. 用表格绘出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方向、速度、周期。
学法点拨

1. 为什么太阳总是东升西落？这与观察者所处位置有关吗？
2. 从北极和南极上空两个角度观察地球自转的方向一致吗？
3. 仔细观察太阳日与恒星日示意图，图中当地球公转到 E2和 E3位置时天空中的恒星为什

么总是同一恒星？谁是地球自转的真正周期？

4. 观察地球公转示意图，明确地球公转有近日点和远日点之分，7月初，处在远日点，1月
初，处在近日点。

例题精讲

例：下列关于地球自转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就线速度而言，高雄小于马尼拉；就角速度而言，高雄大于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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