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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书是为了适应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满足河南
省幼儿师范学校实施科学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自然科学系
列教材中的地理教材，也可以作为参加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
的试用教材。我们编写的原则如下。

1．以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师范学校地理教学大纲》为主
要依据，但在地理的内容上不限于大纲。同时，力求教材内
容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体现现代化教学的发展需要，
为培养师范生的科学素养和从事幼儿科学教育的能力奠定
基础。

2．贯彻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幼儿园教师科学素养的
要求，符合《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及大纲》的精
神。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教育价值，在习题编制和选择上符
合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特点和需要。

3．贴近幼儿园教师职业化发展的需要。注重环境与幼
儿科学教育的联系，改进学生实验的设计和选择，尽力接近
幼儿园科学教育的需要。

4．增加了不同幼儿师范学校根据教育实际选择地理内
容的灵活性。带* 号的章节，教师可根据学校教学时间灵活
选择使用。

本书由申文瑞主编。参加各章节编写的人员有:安阳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申文瑞( 第二章、第五章)，安阳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陈永红( 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程涛( 第一章、第四章第四节至
第六节)。

为了不断提高教材质量及水平，书中纰漏之处，敬请读
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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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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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宇宙，一般被认为是天地万物的总称。我国古代，人们把空间称为“宇”，把时间称为“宙”，用空间和
时间来表达宇宙的内涵。现代天文学家通过各种观测手段，认识到宇宙是由各种形态的物质构成的，是
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的。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颗行星，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地球上的许多自然现象都与它所处的宇宙环境和它
自身的运动密切相关。因地球具有适合生命演化和人类发展的条件，它便成为人类在宇宙中的唯一家
园。为了扩大社会生产活动，人类还要不断开拓新的天地。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应该首先
了解地球的宇宙环境。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下问题:
地球处在什么样的宇宙环境中?
地球是一颗什么样的行星?
太阳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地球运动有什么规律?
地球的运动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认识宇宙

【探究情景】
宇宙中是否存在“地外文明”，人类迄今还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在人类发射的宇宙探测器上，携带

了一张“地球名片”，介绍了人类与地球最基本的情况( 图 1－1) 。



图 1－1 先驱者 10号和 11号所携带的地球名片

问题: 你能看懂图中所表达的含义吗? 如果请你画一幅与“外星人”对话的画，你最想告诉他们有关
人类与地球的哪些信息?

一、人类目前观测到的宇宙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古人所讨论的宇宙，不外乎大地和天空。16 世纪波兰天文

学家哥白尼首先提出的“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意味着宇宙实际上就是太阳系。18世纪天
文学家引进的“星系”一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宇宙的同义语。20世纪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大型
天文望远镜的使用，以及空间探测技术的发展，使天文观测的尺度大大扩展，达到上百亿年和上百亿光年
的时空区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断加深。

宇宙是物质的，而且物质的形态多种多样( 图 1－2) 。晴朗的夜空，我们用肉眼或借助望远镜，可以看
见闪烁的恒星、在星空中移动的行星和圆缺变化的月球，有时还可以看到轮廓模糊的星云、一闪即逝的流
星、拖着长尾巴的彗星。借助天文望远镜和其他空间探测手段，我们还可以观测到更多、更遥远的恒星和
星云，探测到弥漫于星际空间的物质，如气体和尘埃等。所有这些天体和星际物质组成了地球的宇宙环
境。天体在大小、质量、光度、温度等方面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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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

宇宙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之中。天体之间相互吸引和相互绕转，形成天体系统。目前，人们认识
到的天体系统，从小到大排列，有以下几个层次( 图 1－3) ，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和描述地球在宇宙中的
位置。

宇宙中的天体不是同时形成的，而且各自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历史。作为整体的宇宙，也经历
了温度从高到低、物质密度从密到稀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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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宇宙中不同级别的天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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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合】
光年是一个大尺度的距离单位，等于光在一年中传播的距离。

【知识拓展】

星座和星图

恒星自身能够发光，是星空中最为显著的天体，恒星离地球十分遥远，人们用肉眼很难察觉恒星的运
动，因而可以认为恒星在天空中是固定不动的。全天肉眼可以看到的恒星有几千颗。为了便于认星，人
们把星空分成若干区域，这些区域称为星座。每个星座占据一定的空间。古代人把较亮而邻近的星连成
图形，结合神话中的人物、动物或器具为星座命名，这些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例如，大熊座、小熊座、天
鹰座、天琴座、猎户座、天蝎座等，都是很有名的星座。1928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公布了 88 个星座
方案。

仔细观察星空，可以发现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纬度的星空不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人们在地球上只能
见到地平线以上的半个星空，而不同纬度有不同的地平线。同一纬度不同季节的星空也不完全相同。地
球不停地绕太阳公转，不同的时候，地球在公转轨道的不同位置上。因此，在观察星空时，观测者首先要
搞清楚自己所在的纬度位置，然后再根据时间来确定要寻找哪一个星座、哪一颗恒星。

人们通过长期观测，将星空中的天体投影绘制成平面图，称为“星图”，用来表示恒星的位置、亮度和
形态( 图 1－4) 。星图是天文观测的基本工具。

图 1－4 秋季星图

在我国古代，人们按照月球在天空行经的位置，每天占一宿，共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
每宿以某些星星做标记，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二十八宿又分为四大星区，即南朱雀、东
青龙、北玄武、西白虎。

参商是指二十八星宿中的参星与商星，两星不同时在天空出现，用以比喻亲友分隔两地不得相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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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人与人感情不和睦。
《诗经·七月》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说法，这是古人根据恒星在天空的位置，预告季节，安排农

事或生活。其中“火”指的是大火星，火星是一颗大行星，而大火星则是一颗恒星，它是天蝎座里最亮的
一颗星，中国古代也称之为心宿二。它是一颗著名的红巨星，放出火红色的光芒，所以才由此得名。“七
月流火”的真实意思是说，在农历七月天气转凉的时节，天刚擦黑的时候，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

在我国古代，北斗又称“北斗七星”，即大熊星座，由在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的七颗亮星组成。银河，
又名银汉、天河、天汉、星汉、云汉，是横跨星空的一条乳白色亮带，由一千亿颗以上的恒星组成。

二、地球———太阳系中的一颗普通行星
目前，已知太阳系有八大行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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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普通行星。从表 1－1中可以看出，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地球的
质量、体积、平均密度和公转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并不特殊。

表 1－1 太阳系八大行星的比较数据

行星
质量

( 地球为 1)
体积

( 地球为 1)
平均密度
( g /cm3 )

公转周期 自转周期

类
地
行
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0．05
0．82
1．00
0．11

0．056
0．856
1．000
0．150

5．46
5．26
5．52
3．96

87．9天
224．7天
1．0年
1．9年

58．6天
逆 243天
23时 56分
24时 37分

巨
行
星

木星
土星

317．94
95．18

1 316．000
745．000

1．33
0．70

11．8 年
29．5年

9时 50分
10时 14分

远
日
行
星

天王星
海王星

14．63
17．22

65．2
57．1

1．24
1．66

84．0年
164．8年

逆 32时 54分
17时 48分

三、地球———存在生命的行星
目前，地球是已知的宇宙中唯一有生物，特别是有高级智慧生物存在的行星。虽然我们相信宇宙间

还会有能够繁殖生命的星球，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们。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生物? 这与地球所
处的宇宙环境，以及地球本身的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太阳系诞生到地球上开始有原始的生命痕迹，中间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太阳没有
明显的变化，地球所处的光照条件一直比较稳定，生命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没有中断。

地球附近的行星际空间，大、小行星绕日公转方向一致，而且绕日公转轨道面几乎在一个平面上( 图 1－
5) 。大、小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使地球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宇宙环境之中。

图 1－5 太阳系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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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与太阳的距离适中，使地球表面有适于生命过程发生和发展的温度条件。如果地球距离太阳太
近，地表温度太高，由于热分子扰动太强，原子根本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分子，更不用说
复杂的生命物质了。相反，如果地球距离太阳太远，地表温度太低，分子将牢牢地聚集在一起，只能以固
态和晶体的方式存在，那么生命物质也就无法形成。

地球具有适中的体积和质量，其引力可以使大量的气体聚集在它的周围，形成包围它的大气层。原
始地球大气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烷和氨，缺少氧气，不适合生物生存的需要。经过漫长的
大气演化过程，地球大气转化为以氮和氧为主的适合生物呼吸的大气。

地球上原来没有水。由于原始地球体积收缩和内部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热量，因此地球内部温度逐
渐升高，不断产生水汽，这些水汽通过火山活动等形式溢出地表，逐渐冷却、凝结，形成降水，汇集到地表
低洼地带，形成了原始海洋。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地球上最初的单细胞生命，就出现在海洋中。

由上述可知，地球处在一个比较稳定和安全的宇宙环境中，自身又具备了生物生存所必需的温度、大
气、水等条件，生物的出现和进化就不足为奇了。

【学科综合】
没有人知道地球以外的其他地方是否还有生命存在。在地球上，有适合生物生存所需的液态水、适

宜的温度和大气层，而其他星球则不具备这种被科学家称为“金锁链条件”的有利条件。这些是生命的
必要条件吗? 除非科学家在地球以外找到生命，否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知识拓展】

探索地外文明

人类为了探索地外文明的存在，并试图与地外智慧生物取得联系，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例如，半个多
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电报、广播、电视、雷达等发射的大量无线电波，已经传出了几十光年;同时，人类对地
外智慧生物可能发来的电波的接收工作也在加强。此外，人类还在送往太空的一些空间探测器上装了不
少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人体的形象，太阳系的组成，二进制的一些基本常数，100 多张展示地球文明的幻
灯片，记录在镀金铜板上的各种语言、音乐和声响等。人类期待着地外智慧生物的回音。

【应用实践】
现代的天文观测和实验，越来越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宇宙间的天体，只要条件合适，就可能产生原始

生命，并逐渐进化为高等动物。假如你承担了寻找外星人的任务，你将如何在茫茫的宇宙中确定寻找外
星人的方向? 试着完成表 1－2。

表 1－2 如何寻找外星人

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的思考

( 1) 生命的出现需要哪些条件?

( 2) 寻找一颗什么样的恒星?

( 3) 在这颗恒星周围的什么地方找一颗行星?

( 4) 这颗行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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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巩固】
1．按照天体系统的层次，填写下面的框图。

2．宇宙是 世界，而且形态上多种多样，其类型主要有 、 、
、 、流星体、彗星以及存在于星际空间的气体和尘埃等，所有这些通称天体。

3．地球处在一个 的宇宙环境中，自身又具备生物生存所必需的 、 、
等条件，故地球上会有生物。

4．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 ) 。
A．太阳 B．比邻星
C．金星 D．北极星

5．首先提出“日心说”的科学家是( ) 。
A．伽利略 B．牛顿
C．哥白尼 D．亚里士多德

6．地球是太阳系中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 。
A．唯一有水的行星 B．八大行星中质量最小
C．既有自转运动又有公转运动 D．适于生物的生存和繁衍

7．下列有关对宇宙的描述，错误的是( ) 。
A．宇宙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 B．宇宙是物质的，而且物质的形态多种多样
C．宇宙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之中 D．宇宙中的天体是同时形成的

8．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生物?

第二节 探索宇宙*

【探究情景】
火星是离地球最近的大行星之一。1877 年，一位意大利天文学家惊奇地发现火星上一片片较暗的

区域是海，并有贯通海的一条暗线。他大胆猜测，暗线可能是“火星人”开凿的“运河”。随后，有人发现
这类“运河”多达 700多条，它们可能是引冰雪融水灌溉干旱田地的“水道”。

问题: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对火星的研究有了哪些新进展? 你认为对地外文明的探索纯粹是出
于人们的好奇心吗?

一、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由来已久。在古代，由于技术手段落后，人类只能借助肉眼观察宇宙，许多国家至

今还保留有古代观星台( 图 1－6) 的遗址以及各种各样的星图( 图 1－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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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北京古观象台 图 1－7 宋代的石刻星图

17世纪以来，随着光学天文望远镜、射电天文望远镜( 图 1－8) 等仪器的相继问世，人类探索宇宙的
视野大大扩展了。近代欧洲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牛顿等人，用科学观测的事实
建立了日心体系，开创并发展了科学的宇宙观。

图 1－8 亚洲第一的上海 65米射电天文望远镜

【知识拓展】

人类宇宙观的发展

·地心说 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天文学家托勒密进一步将其完善。该学说认为地球是
宇宙的中心，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等，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围绕地
球运行。在月球、太阳和行星之外是一个天球，上面镶嵌着许多恒星。再外面一层是神灵居住的最高天。

·日心说 由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于 1543 年提出，经布鲁诺发展，并被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所证
实。“日心说”认为太阳是行星系统的中心，一切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地球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它自
转的同时，还围绕太阳公转。

·有限无界的静态宇宙模型 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将广义相对论运用于宇宙，提出了有限无界的静
态宇宙模型。若将宇宙比作球面，球面的总面积是有限的，但沿着球面没有边界，球面保持静止状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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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由于河外星系的发展，爱因斯坦“静止、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被否定。
·宇宙大爆炸说 当宇宙的膨胀被观测所证实后，人们提出了“宇宙大爆炸说”。这一学说认为，宇

宙起源于“原始原子”的大爆炸，自大爆炸以后，宇宙不断膨胀。该学说能较好地解释许多天文现象。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各种载人飞船、空间站、探测器、航天飞机等
先后进入太空。1969年美国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 图 1－9) 。人类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浩瀚的太空。时
至今日，世界各国已发射了数以千计的各类人造卫星，以及许多结构复杂、技术先进的航天飞机、空间实
验室和行星探测器等。

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于 20世纪 50年代，现在已跻身世界航天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神舟”系列飞
船的成功发射，提升了我国航天大国的地位，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发展载人
航天技术的国家( 图 1－10) 。

图 1－9 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 图 1－10 中国太空第一人杨利伟

对宇宙的新探索，不仅使人类进一步了解了宇宙环境，还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类在努力搜
寻太空其他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的同时，还向太空中有可能存在的生命发出来自地球的问候。例如，
1972年美国“先驱者 10号”宇宙探测器，将记录有特殊信号的金属标记送入太空( 图 1－1) 。

二、宇宙空间开发
人类进入宇宙空间并开始适应、研究、认识、利用和开发空间环境，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飞

跃。宇宙环境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 一) 空间资源
宇宙空间极其辽阔，而且具有高真空、强辐射和失重的特点。利用这个特殊环境，人造地球卫星可以

从距离地球数万千米的高度观测地球，迅速、大量地收集有关地球的各种信息;可以在卫星上进行各种科
学实验( 图 1－11) ，例如，在生物卫星上研究失重对昆虫、微生物、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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