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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位置区划

区域是指一定范围的地理空

间，是人们在地理环境差异的基

础上按一定的指标划分出来的。
东北地区的范围和地形

东北，古称辽东、关东、关外、满

洲，是中国东北方向国土的统称，以山海

关为界，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土地面积为 145万

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3%。

主题一 位 置 区 划

重要的地理位置

第 课 富饶的东北１

东北地区是指我国东北边疆地区，自然地理单元完整、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

城乡发展迅速，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地理区域。

在中国政区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中国犹如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而东

北地区则是这只雄鸡的头部。它地理位置重要，自然环境优美，区位优势鲜明，经济

实力雄厚，被誉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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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辽宁 七年级

根据东北地形图，请同学

们用地理语言描述东北地区的

地形特征。

智能挑战

东北地区位于我国的东北部、东北亚

区域的中心地带，东、北、西三面与朝鲜、

俄罗斯和蒙古国为邻，隔日本海和黄海与

日本、韩国相望，南面濒临黄海和渤海，

西南通过狭长的辽西走廊与华北地区联接，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东北地区山环水绕，沃野千里。北面

和东面被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

绿江环绕着。在这些河流的内侧，分布着

弯弓形的低山和丘陵。长白山、大小兴安

岭是东北生态系统的重要天然屏障，松花

江、辽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都发源于这

里，东北平原是全国最大的平原，土壤肥

沃，土层深厚，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冬季时间长、比较寒冷，夏季时间短、比较温暖。

东北三省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富

饶，森林覆盖率高，是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

基地。东北三省还是全国石油产量最大的地

区，油田主要有大庆油田、吉林油田和辽河

油田。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

源，为农林牧渔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我国的老工业

基地和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东北三省还承担

着粮食储备及特殊调剂任务。具有综合的工

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丰富的农产品资

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雄厚的科教人力资源

优越的自然环境

鲜明的区位优势

东北平原

东北地区商品粮基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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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位置区划

等优势。东北三省还是我国对东北亚地区开放的窗口，区位优势显著。

东北三省的居民大多有着浓厚的东北情结，即首

先认同“东北人”的身份，其次才是对省籍的认同。

近代我国行政区划变动最频繁的是东北地区，但是，

作为大地区概念的“东北”则相当稳固，由来已久。

这一现象的形成与东北地区的独特历史、风俗习惯及

语言的统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发源于东北的乡土娱

乐有二人转、秧歌、吉剧、踩高跷等。其中踩高跷在

古代文献中有关渤海国的记述中就有描绘。

东北三省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以原始、粗犷、神奇和博大见长。冰河树

挂、冰雕雪塑，蔚为奇观；森林、草原广袤富饶以

及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民

俗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东北三省的文化教育设

施、教育普及率和升学率在全国属于很高水平。

东北三省被誉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一度占有中国 90%重工

业基地。如辽宁省的机床占全国的 11%，吉林省的汽车占全国的 11.5%，黑龙江省的大型

火电和水电装备占全国市场的 33%和 50%，东北三省输变电设备占全国的 40%，对国家经

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当前党中央已

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纳入到中国现代

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中，东北三省将成为继珠

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后的第

四大经济区。

思考与感悟

1. 比照地图，说说东北地区位于我国哪

个区域。

浓厚的东北情结

东北高跷

东北雪景
振兴的东北经济

汽车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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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辽宁 七年级

资讯链接

你知道东北十大怪吗？

历史上曾出现的东北十大怪是指：烟囱安在山墙边，窗户纸糊在窗外，

四块瓦片头上盖，反穿皮袄毛朝外，十八岁姑娘叼烟袋，大缸小缸腌酸菜，

草坯房子篱笆寨，下晌睡觉头朝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宁舍一顿饭不舍二

人转。其实，除第十怪以外，前九怪都与东北的地理环境分不开。

东北地区地处我国高纬地区，紧靠西伯利亚冷空气源地，三面环山的

半封闭地形又不利于冷空气的外泄而长留在东北，因而冬季严寒漫长，农

耕业不发达形成了以狩猎为主的农牧业生产方式。

体现在住的方面，烧煤是抗寒的有效办法，烟道穿过全屋，延伸至墙边

引出排烟，既可以使室内有充分的热量，又不至于烟雾进屋。室内外温差大，

窗户纸糊在窗外，不容易破损，风从外吹也不容易吹掉。体现在穿的方面，

东北毡帽四边有特别的长舌，随时翻下来可以防风保暖。用山羊皮做的袄羊

毛粗直，朝外反穿自然更舒服。体现在吃的方面，冬半年因为气温低，农作

物根本无法生长，浸泡的酸菜是冬半年传统的下饭菜。漫长的冬季没有什么

农活可干，也谈不上现代丰富的文化生活，在家的姑娘因太闲也养成了抽烟

的习惯。古代的东北开发较晚，原始森林中野兽很多，经常出入居民区，为

了防止野兽侵袭，即使是晚上睡觉，也要十二分小心，把头朝外以便听到门

外动静。另外，狩猎生活中，把孩子吊在树上，既可以减轻体力及劳力，又

比较安全。可以说，东北“十怪”是与其严寒气候特点及农牧业生产方式分

不开的。

2. 你能说出几个代表东北区域特色的实例吗？

拓展训练营

东北林区是我国第一大林区，东北虎、紫貂、丹顶鹤、梅花鹿、黑熊、飞龙、猴头、人参、

黄芪等驰名中外。你知道东北林区的“三宝”是指哪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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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位置区划

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有一条大河———辽河，它纵贯辽宁省全境，辽河水哺育着这里

的人们。辽宁省地域广阔，沃野千里，气候适宜，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是东北

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

第 课 可爱的辽宁２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地理

位置介于东经 118°53'～125°46'，北纬

38°43'～43°26'之间，处于温带—暖

温带区域。它的东北部与吉林省接壤，

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西南部与

河北省毗连，南濒浩瀚的渤海和黄海，

东南部以鸭绿江为界河，与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为邻，与日本、韩国隔

海相望。

辽宁省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既沿海又

沿边的省份，沿岸多良港，近海多岛屿。

辽宁省的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

山海关老龙头，大陆海岸线长度占中国大

陆海岸线总长的 12%，其中岛屿岸线长占

中国岛屿岸线总长的 4.4%。近海分布众多

岛屿。沿黄海的主要岛屿有外长山列岛，

石城列岛和大鹿岛、小鹿岛等；沿渤海的主要岛屿有菊花岛、笔架山、长兴岛、猪岛和蛇

岛等。

请同学们一起用地理语言

描述一下我们家乡的位置。

智能挑战

辽宁概况

辽宁省在祖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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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辽宁 七年级

辽西走廊

请同学们在辽宁省地图中

找出辽宁省的“四至”点，

并计算出东西宽约 千

米，南北长约 千米。

智能挑战

辽东半岛

辽宁省地处东北亚地区的中心部位，

是中国东北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对接的

黄金地带，是东北地区连接京、津地区的

交通要道，也是东北地区通向世界、连接

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

辽宁省位于东北地区最南部，临近我国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首都北京，是我国三大经济

带中沿海发达省份之一。辽宁省与冀、京、津、

鲁地区构成环渤海经济圈，是太平洋西岸东北亚

经济区的中心部分之

一，居于中国欧亚大

陆桥的东部起点，处于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重要位置。

辽宁省有很多地区因重要的地理位置而闻名，如东南部的

辽东半岛素有“金三角”之称；西部山地丘陵区东缘的临海狭

长平原，习惯上称为“辽西走廊”，是沟通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

的主要陆上通道。

沈阳经济区

2010年 4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

发改委正式批复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这标志着沈阳经济区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都、

重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深圳等七个地区后，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第八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沈阳经济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毗邻渤海，地处东北

最北端 铁岭市的三江口 北纬 43°26'

最南端 大连市的老铁山角 北纬 38°43'

最东端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的二朋甸子地区 东经 125°46'

最西端 朝阳市凌源市刘杖子 东经 118°53'

辽宁省的“四至”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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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位置区划

亚的中心地带，位于与日本东京、韩国汉城、蒙

古乌兰巴托、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几乎等距离的辐

射线上，独占这一地区的中央区位。沈阳经济区

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发展基地之一，是东北地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和辽宁省的经济核心地带。

全区总面积 75402 平方公里，占全省的 50.95%；

总人口 2362万人，占全省的 54.9%。

沈阳经济区是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

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共 8 个城市，通过中

心城市沈阳的经济辐射和吸引，与周围经济社会活动

紧密联系的地区形成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沈阳经济

区各市具有天然的地缘关系，彼此之间水相系、山相

连、人相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

2008年沈阳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 8742，约占辽宁省总 GDP的 65%。

经济区初步形成以沈阳为中心，多种运输

方式相配合，沟通全省和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

框架。该区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国际航空港、

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和四通八达的高等级公路

网，拥有 7500万吨以上吞吐量的港口，是我国

综合交通运输最发达地区之一。

国务院批准沈阳经济区进行新型工业化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旨在使沈阳经济区在重点领

域和环节的改革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带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为全国范

围内建立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思考与感悟

1. 比照地图，说说辽宁位于我国哪个区域，你的家乡位于辽宁的哪个区域？

2. 说出我国东部经济地带各包括哪些地区。

拓展训练营
说一说辽宁省与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省、吉林省等区域相比，地理位置有哪些

独特的优势，并填写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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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辽宁 七年级

内 海

内海有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两个不同的概念。

政治地理上的内海概念，是指国家内水的一部分。它包括各海港、领

海基线以内的海域，以及为陆地所包围但入口较狭窄的海湾和通向海洋的

通道（海峡）等。内海处于沿海国主权之下，沿海国有权关闭内海，不让

外国船只进入，或规定进入内海必须遵守的规则。渤海和琼州海峡，都是

我国的内海。

自然地理上的内海概念，是指伸入大陆内的海，面积不大，仅有狭窄

的水道与大洋相通，而且海水较浅。它的水文特征受周围大陆的影响。渤

海就是一例。

通常所说的“渤海是我国的内海”，“琼州海峡也是我国的内海”，都

是指政治地理上的内海概念。当然，“渤海是我国的内海”在自然地理的

内海概念上，也是一致的。

资讯链接

辽宁省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地理位置的比较

地区名称 所属区域 依傍的河流 濒临的海洋

辽宁省 东北地区 辽河 渤海、黄海

黑龙江省

吉林省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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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位置区划

伪满时期的辽宁省图

辽宁省，简称“辽”。清

代为盛京，辖奉天、锦州、承

德府及所属县邑。1907年改盛

京为奉天省。1929年由奉天省

改称辽宁省，取“辽河水域永

远安宁”之意。 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

间，被划分成奉天、锦州、安

东三省。1945年至 1948年国

民党统治时期，划分为辽宁、

辽北、安东三省及沈阳市。

辽宁省自然条件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历经多次人口大规模迁入，行政区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辽宁省的行政区划，战国时为燕地。秦置辽东、

辽西、右北平郡（西部）。两汉、三国属幽州。西晋

为平州。东晋为前秦、三燕（前燕、后燕、北燕）。北

魏、东魏、北齐为营州。隋置柳城郡、燕郡、辽

东郡。唐设安东都护府。辽代为东京、中京道。

辽宁省是东北地区开发最早的省份，是我国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之一，一直是

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省名的历史沿革

第 课 辽宁的行政区划3

行政区域的变化

行政区划就是国家为了进

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

治、行政权力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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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辽宁 七年级

金代为东京、 北京

路。元为辽阳行管。

明为辽东都司。清先

后置盛京、奉天省。

民 国 初 沿 袭 清 制 ，

1929 年改称辽宁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开始在东北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设置辽

东、辽西两省和沈阳、

旅大、鞍山、抚顺、本

溪五个大区直辖市。

1954 年 6 月，辽东、

辽西两省合并，8月正

式成立辽宁省。 1956

年将原热河省东部朝阳等六个县

划归辽宁；1969年又将内蒙古自

治区的昭乌达盟并入辽宁；1979

年 7月昭乌达盟又划归内蒙。

近年来，随着辽宁经济建

设的发展，全省现在共有 14 个

省辖市，省会是沈阳市。

请找几份不同年代出版的家乡地

图，对照分析地图上的道路、桥梁、居

民区和商业点，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

智能挑战
辽宁行政区划简图

辽宁省行政体系

辽 宁 省

街道 镇 乡、民族乡镇

市

区 县（市）、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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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位置区划

辽宁省行政区划

省辖市 市辖区 市辖县级市、县、自治县

沈 阳
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区、铁西区、东陵

区、苏家屯区、沈北新区、于洪区
新民市、辽中县、康平县、法库县

大 连
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

区、金州区
瓦房店市、普兰店市、庄河市、长海县

鞍 山 铁东区、铁西区、立山区、千山区 海城市、台安县、岫岩满族自治县

抚 顺 新抚区、顺城区、望花区、东洲区 抚顺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

本 溪 平山区、溪湖区、明山区、南芬区 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

丹 东 元宝区、振兴区、振安区 凤城市、东港市、宽甸满族自治县

锦 州 古塔区、凌河区、太和区 凌海市、北镇市、义县、黑山县

营 口 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鲅鱼圈区 大石桥市、盖州市

阜 新 海州区、新邱区、太平区、清河门区、细河区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

辽 阳 白塔区、文圣区、宏伟区、弓长岭区、太子河区 辽阳县、灯塔市

盘 锦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 盘山县、大洼县

铁 岭 银州区、清河区 调兵山市、开原市、铁岭县、西丰县、昌图县

朝 阳 双塔区、龙城区
北票市、凌源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

族自治县

葫芦岛 龙港区、南票区、连山区 兴城市、绥中县、建昌县

在辽宁省，设市、县、乡三级行政区，按照我国民族政策要求，在我省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设立少数民族自治县和自治乡（镇）。

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在

我省还设立了地级市，下辖若干县、乡。

思考与感悟

1. 对照辽宁省行政区图，查找并比较相近和易混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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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辽宁 七年级

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

辽宁省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省份，全省除汉族以外，还有满族、蒙古

族、回族、朝鲜族、锡伯族等几十个少数民族。

由于各民族在地区上聚居的情况不同，形成了汉

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地域上的大杂居和少数民族的小聚

居的特点。为了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全省建立了阜新和喀喇沁左翼两个

蒙古族自治县。改革开放以后又新设了新宾、清原、

岫岩、本溪、桓仁、宽甸等 6个满族自治县，35个少

数民族镇，105个民族乡或民族联合乡。

资讯链接

朝鲜族

①辽中、辽阳；②建平、建昌；③新民、新宾；④辽中、绥中；⑤凌海、凌源；⑥长

海、凌海、海城；⑦本溪市、本溪县

2. 模拟寄信，说明邮政编码代表的行政区级别，并简要分析行政区划与我们生活的关系。

拓展训练营

“关东”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泛称，清初以后，以东北地区为“关东”逐渐成为大众的习惯称

呼，并写进清朝官方文件、官私史书，被广泛使用。晚清时，又有“东三省”“东省”等称谓。

当代则以其地理位置泛称东三省为“东北”，而“关东”之名遂淡化，但关内一些地区在民间仍

习惯称这一带为“关东”。

课后在班级中对同学的祖籍地进行一次调查（下面的调查表可作参考，也可以自行设计

调查表），分析辽宁人的组成有什么特点，与同学们交流一下闯“关东”与辽宁人的关系；

并运用统计数据画一幅“班级同学祖籍地的构成”圆形统计图表。

姓名 祖籍 出生地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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