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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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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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单元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

学法指导 提示单元学习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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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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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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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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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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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每章后附有单元检测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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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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航

1. 了解区域和区域差异的含义。
2. 以两个不同区域为例，比较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
3. 以某区域为例，比较不同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4. 举例说明产业转移和资源跨区域调配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

本章有三节，学习第一节时，应着重进行区域间差异的比较和记忆；第二节和第三节以几个

案例来分析区域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人地关

系的具体化，这两节重在从“利、弊”两个方面理解“影响”。把这种思维过程固定下来，把各种“利、

弊”列举出来，就能很好地体会本章知识。

第一节 区域和区域差异

第一课时 中国三大自然区自然环境的差异

学习导读

1. 利用中国地形图画出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界限。
2. 在空白的中国地图上画出三大自然区域的分界线。
3. 归纳三大自然区自然环境差异和人类活动差异。

区域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

第一章 001



精讲精练 高中地理·必修 猿

（1）中国三大自然区的差异。

譹訛东部季风区。

范围
面积占
国土面
积比例

区域内部特征

气候 植被 土壤 地形 水文
内部分异
主导因素

东
部
季
风
区

大兴安岭以
东、内蒙古高
原以南、青藏
高原以东

约 45%
季风气候显著。
风向、降水、气温
随季节而变化。
气候湿润，雨热
同期

以 森 林 和
森 林 草 原
为主，但现
在 多 农 作
物 和 人 工
植被

森
林
土
壤

海拔较低，大
部 分 在 海 拔
1000 米以下。
东部多平原，
平原间多是海
拔 500 米以下
的低山丘陵

河流多自西向
东注入海洋。
地表水以雨水
补给为主，绝
大部分属于外
流区，地下水
比较丰富

气温随纬
度的变化
而变化

譺訛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范围
面积占
国土面
积比例

区域内部特征

气候 植被 土壤 地形 水文
内部分异
主导因素

西
北
干
旱

半
干
旱
区

内蒙古高
原、河西
走廊、新
疆大部分

约 30%
温带大陆
性气候。降
水少，气候
干旱

山地中为森
林、草甸，大
部分为荒漠，
部分为荒漠
草原或草原

荒漠土壤和
草原土壤，有
机质少，可溶
性盐分多

海拔较高，
差别明显，
多高原或高
山和盆地

降 水 少 ，
多内流河
和咸水湖

距海洋远近
而变化的干
湿状况

譻訛青藏高寒区。

范围
面积占
国土面
积比例

区域内部差异

气候 植被 土壤 地形 水文
内部分异
主导因素

青 藏 高
寒区

约 25%

海拔高，空气
稀薄，气温低，
冻土广布；太
阳辐射强烈，
风力强大，降
水自东南向西
北递减

植被主要为
荒漠、草原与
高山草甸灌
丛，高原南部
边缘谷地有
少量森林

发育程度很
差，土层浅薄

高原山地为
主，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

多 冰 川 、湖
泊，是很多大
江、大河的发
源地，内外流
兼备

随海拔面变
化的水热组
合状况

（2）中国三大自然区人类活动的差异。

项目 东部季风区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青藏高寒区

广泛而深刻
不如东部季风区
广泛而深刻

比西北干旱半干旱区还弱

平原地区几乎全部开垦，是
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
聚落稠密，道路纵横是中国
人口集中和经济发达区

草原和荒漠草原发展畜牧业，
有水灌溉处形成灌溉农业；
水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显著

农业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少数地区
发展林业和种植业；
气温低、空气稀薄、风力大、水分
不足、地形崎岖限制农业和经济
的发展

交通
平原地区地形平坦，交通路

线四通八达

山地、高原地形崎岖，山高坡陡，交通路线稀疏，道路常受洪水和泥
石流破坏

人
类
活
动
对
自
然
的
影
响

影响
程度

具体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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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东部季风区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青藏高寒区

教育和文化
教育和文化水平较高，人口
文化素质较高

教育和文化滞后，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高

历史背景和

开放顺序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都有东移的趋势

文化、经济和政治基础深
厚，西方先进技术首先传
入，资本主义工业、商业首
先兴起；
首先进行改革开放

文化、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开放时间较晚

续表

例题精讲

例题：既属于东部季风区，又位于地势第二级阶梯上的地貌单元是（ ）。

A. 黄土高原 B. 内蒙古高原 C. 四川盆地 D. 东北平原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东部季风区的位置和范围。东部季风区位于大兴安岭以东、内蒙古高原

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地区，它所包括的第二级阶梯的地貌单元有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和横断山区。内蒙古高原属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东北平原位于第三级阶梯。

答案：粤悦
随堂精练

1. 下列地貌单元中土地利用不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是（ ）。

A. 青藏高原 B. 天山山地 C. 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
2. 有关我国年等降水量线分布及我国三大自然区分界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通过大兴安岭—阴山—吕梁山—兰州—昆明—西藏东南
部，它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与东部季风区的分界线

B. 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通过秦岭—淮河一带和青藏高原东南边缘
C. 2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从东北的大兴安岭起，斜向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它是

青藏高寒区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界线

D. 1600毫米等降水量线通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其西段是东部季风区与青藏高寒区的
分界线

3. 能直观反映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环境要素是（ ）。

A. 气候和地形 B. 植被和土壤 C. 水文和植被 D. 气候和土壤
4. 在下列地理事物的排序中，反映我国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变化的规律是（ ）。

A. 水田为主的农业—旱地为主的农业—绿洲农业
B. 水田为主的农业—绿洲农业—旱地为主的农业
C. 草原牧业—绿洲农业—高山牧业
D. 草原牧业—高山牧业—农区牧业

第一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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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部季风区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 ）。

A. 受夏季风影响 B. 位于地势第三阶梯
C. 位于湿润地区 D. 南北热量条件差异不大

达标测评

1援 下列地理现象与其产生原因组合正确的是（ ）。

A援 塔里木盆地沙漠广布———风力作用

B援 庐山是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海陆位置

C援 青藏高原是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大气环流

D援 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干旱———纬度位置影响

2. 下列河流中，穿越中国三大自然区的是（ ）。

A. 长江 B. 黄河 C. 黑龙江 D. 珠江
3. 下列地形单元，不在东部季风区的是（ ）。

A. 内蒙古高原 B. 四川盆地 C. 黄土高原 D. 云贵高原
4. 关于青藏高寒区气候特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气温低、风速大、大气透明度高、太阳辐射强
B. 低温、空气稀薄、风速小
C. 太阳辐射强、成为我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地区
D. 冰川多、降水丰富、受季风影响深刻

5. 下列地理事项中，与青藏高原的“高”“寒”特征无关的是（ ）。

A. 雪山连绵，冰川分布 B. 日照强烈，太阳能丰富
C. 地热资源丰富 D. 城镇多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河谷两岸

拓展延伸

读“中国三大自然区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中国三大自然区示意图

乙

a B
A

Ｃb

②

①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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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出三大自然区的名称：A ，B ，

C 。

（2）三大自然区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自然条件最优越的是 自然区。（填字母）

（3）荒漠化最严重的是 自然区。（填字母）

（4）A自然区农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 。

（5）在 A区域中，甲、乙两地降水量较多是 ，这体现了 （自

然带）的地域分异规律，该分异规律以 为基础，在 纬度地区最典型。

（6）在 B区域中，a、b两地地势较高的是 ，a处地形是比较完整的 ，

b处为 （东西/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
（7）在 C区域中，淤、于两地年平均气温较高的是 ，从耕作制度看，

淤地为 ，于地为 。

第二课时 东部季风区的内部差异和三个经济地带的差异

学习导读

1. 东部季风区的内部差异。
（1）东部季风区内部自然特征差异。
区域 地形 气候 植被 土壤 水文

北
方
地
区

东北温带湿
润半湿润地
区

平原广布而三面环
山

温带季风气候，冬长夏短，
气候寒冷湿润

山地植被主要为
针阔叶混交林

分布有肥沃
的黑土

河流结冰
期长

华北暖温带
湿润半湿润
地区

以大平原和高原为
主，地势自西向东
降低

暖温带季风气候，冬夏季
长，春秋季短，冬季寒冷干
燥，夏季高温多雨

以落叶阔叶林为
主

广泛分布棕
壤和黄土

河流有结
冰期，但结
冰期短

界线：秦岭—淮河一线（或 1月 0益等温线、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

南
方
地
区

华中、华南亚
热带湿润地
区

地貌结构复杂，以
山地、丘陵和盆地
为主

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温
和，夏季炎热多雨

以常绿阔叶林为
主

红壤，淋溶作
用强，肥力低

河流无结
冰期

华南热带湿
润地区

多低山、丘陵
热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
水汽充沛

热带季雨林
土壤的淋溶作
用强烈，形成
砖红壤

河流无结
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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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地带产业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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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部季风区内部人类活动的差异。
影响因素 比较项目

地区差异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地形和气候等
自然因素

农业生产
类型和耕
作方式

耕作制度 一年一熟、两年三熟到一年两熟 一年两熟到一年三熟

耕地类型 耕地以旱地为主 耕地以水田为主

农作物 小麦、棉花、杂粮 稻谷、茶叶、蚕丝

水果 苹果、梨、桃、杏、山楂等温带水果
柑橘、香蕉、荔枝、龙眼、菠萝等
亚热带和热带水果

居民建筑
平顶屋，节省建筑材料，兼作晾晒农作
物的场地

房屋屋顶坡度大，利于雨水排泄

人类活动地域联
系方式和通达性

以铁路干线和公路交通为主，通达性好
以铁路干线和公路交通为主，兼
有内河运输，通达性好

文化景观和文化行为

以面食为主 以米食为主

说话直率 说话婉转

方言较少 方言繁杂

资源和区位 工业类型 以重工业为主 以轻工业为主

2. 了解中国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及范围，掌握三个经济地带的经济发展差异并试着解释
原因。

例题精讲

例题：读“三大经济地带产业构成图”，回答问题。

（1）图中 A代表的经济地带为（ ）。

A. 东部经济地带 B. 中部经济地带
C. 西部经济地带 D. 以上都不是

（2）有关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正确的是（ ）。

A. 包括的省、市、自治区数：西部跃中部跃东部
B. 面积：西部>中部>东部
C. 人口：东部>中部>西部
D. 生产总值：西部>东部>中部

解析：图中 A点表示第一产业约占 23%，第二产业约占 46%，第三产业约占 31%，应是中国
的东部经济地带，三大经济地带西部经济地带面积最大，人口和产值东部经济地带最大。

答案：（1）A （2）BC
随堂精练

1. 我国东部季风区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分为南方和北方，其划分的依据是（ ）。

A. 地理位置 B. 经济水平 C. 地形和气候 D. 多种指标
气候干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使番茄具有较高的色素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从 20世纪

90年代起，我国某地开始大规模种植、加工番茄，生产能力占到全国近 90%，是世界上最适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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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结构示意图

其他 28.2%

农业 2.6%
工业
46.5%

建筑 8.5%
商业 9.4%

邮电运
输 4.8%

植番茄的区域。据此回答 2~3题。
2. 该地最可能为我国的（ ）。

粤援 西藏 B. 新疆 C. 黑龙江 D. 安徽
3. 番茄加工产业已成为该地重要的外向型产业，为进一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应该（ ）。

淤抓好对外宣传，以拓展市场 于扩大外延，增加种植面积 盂抓好龙头企业建设，以带动
品牌 榆抓好科技投入，不断提高质量 虞加大原料出口能力，增加收益

粤. 淤于盂 B. 淤榆虞 C. 于盂榆 D. 淤盂榆
4. 读“日本经济结构示意图”，关于日本经济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工业水平比较低
B. 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达
C. 农业发达且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D. 商业、建筑业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5援 关于我国自然地理要素分布规律叙述错误的是（ ）。

A援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
B援 我国平均气温分布呈由南向北递减的规律
C援 我国年降水量分布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D援 受地貌的影响，等温线在青藏高原向北弯曲

达标测评

1援 东部经济地带发展的优势是（ ）。

淤集中了我国最主要的工业区和农业基地 于经济国际化程度高，出口份额高 盂具有能源
和矿产资源的明显优势 榆在沿边经济贸易上有较大优势 虞具有高科技文化的优势

A援 淤于盂 B援 盂榆虞 C援 淤于榆 D援 淤于虞
2. 我国北方农业以旱作为主，主要是由于（ ）。

A. 热量不足 B. 降水较少 C. 地势较高 D. 土壤肥沃
3. 中国传统民居北方多平顶、南方多尖顶反映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 ）。

A. 植被差异 B. 气候差异 C. 地形差异 D. 土壤差异
4. 珠江三角洲形成“桑基”农业的有利条件是（ ）。

淤地势低平，河流众多，水网稠密 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 盂具有肥沃的红壤 榆光照
强，昼夜温差大

粤. 淤于 月. 淤盂 悦. 于榆 阅. 盂榆
5. 我国三大自然区与其最突出的区域特征组合，正确的是（ ）。

A. 东部季风区———高温多雨 B. 青藏高寒区———高寒

C.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炎热干燥 D. 青藏高寒区———冰川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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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重庆每年都会组织一些农民工到新疆摘棉花。2012年 12月重庆璧山县组织人力对摘棉工
进行了免费培训。读下图回答问题。

乙甲

A

（1）试分析上图中两区域气候特征最主要的差异。

（2）制约新疆棉花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最不利自然条件是什么？其针对这一不利条件在生
产中应采取什么措施？

（3）试分析重庆农民工赴新疆摘棉花的社会经济原因。

（4）乙图中 A山脉是我国西部两大盆地的分界。山脉北侧的盆地中多为半固定沙丘而南侧
多为流动沙丘，试根据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自然原因。

第二节 区域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学习导读

1. 什么是区域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圆. 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有什么差异？
3.参考课本“探索”内容，分析从大西洋沿岸往东到俄罗斯，建筑物的墙壁越来越厚的原因是

什么？这一变化体现了区域地理环境对地理环境哪一个地理要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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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精讲

例 1：读“美国工业分布示意图”，回答问题。

西雅图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圣路易斯

波士顿

纽约

伯明翰
亚特兰大

匹兹堡

达拉斯
洛杉矶

休斯敦
新奥尔良

主要工业区

迈阿密

０ 500km

夏威夷
（美）
０ 250km

０ 500km

（美）

美

国

⑤

③

④

⑥

①

②
底
特
律

芝
加
哥

大

西

洋

美国工业分布示意图

（1）写出图中序号代表的地理事物的名称。
淤 湖；于 湖；盂 河；榆 湾；

虞 洋；愚 山脉。

（2）图中的五大湖是由 作用形成的。

（3）将下列代号与图中相应的城市对应，并写下来。
A. 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港口和金融中心（ ） B. 美国第二大工业中心（ ）

C. 世界闻名的“汽车城”（ ） D. 著名的“钢都”（ ）

E. 美国的宇宙航空研究和发展中心（ ） F.“硅谷”（ ）

（4）从地理环境方面分析美国东北部工业区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形成。美国东北部工业区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

形成的主要工业区之一，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有利的自然条件空间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工业区，体

现了工业社会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本题还考查了美国主要的地理事物的分布及其

主要的城市，解答时要注意读图分析。

答案：（1）淤苏必利尔 于密歇根 盂密西西比 榆墨西哥 虞太平 愚阿巴拉契亚
（2）冰川 （3）A. 纽约 B. 芝加哥 C. 底特律 D. 匹兹堡 E. 休斯敦 F. 旧金山 （4）五大湖
以西有丰富的铁矿，阿巴拉契亚西部和密西西比河中游大部分有丰富的煤矿，水陆交通便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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