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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一节 地球和地球仪

1.地球的形状：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的 球体 。

2.地球的大小：平均半径 6371 千米，最大周长 4万 千米，表面积 5.1亿 平方千米。

3.地球是球体的证据：①麦哲伦环球航行（首次证实）②月食③轮船由远驶近，先见船

杆后见船身④地球卫星照片。

4.经线和纬线的区别

纬线 经线

定义 与地轴垂直并且环绕地球一周

的圆圈

连接南北两极并和纬线垂直相交的半

圆

形状 圆 半圆

长度 从赤道向极点逐渐缩短 等长

指示方向 东西 南北

5.经度、纬度的区分

经度 纬度

划分起点 0°经线(本初子午线) 0°纬线(赤道)

划分方法
0°经线以东为东经(E)

以西为西经(W)
0°纬线（赤道）以北为北纬(N)

赤道以南为南纬(S)

数值范围
0°—180°

（180°W和 180°E重合）

0°—90°
（90°N(北极)， 90°S(南极)）

表达方式 度数＋W或 E 度数＋N或 S

半球划分
东、西半球的划分界线

20°W和 160°E（易错点）
南、北半球的划分界线 赤道

判读方法
度数向东增大的为 东经

度数向西增大的为 西经

度数向北增大的为 北纬

度数向南增大的为 南纬

经线圈——两条相对的经线（即经度差为 180°的两条经线）组成的圆圈

特殊经线、

纬线

0°、20°W、160°E

0°、北回归线 23.5°N 、

北极圈 66.5°N 、

南回归线 23.5°S 、

南极圈 66.5°S
0°~30°为低纬度，30°~60°为

中纬度 ， 60°~90°为高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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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纬网的概念：由_经线_和__纬线相互交织所构成的网格，叫做经纬网_。经纬网的

作用是确定地球表面任何一点的_具体位置__。

例题一

读经纬网图回答下列问题：

（1） A点的坐标是 （40°N，70°W）

B点的坐标是 （20°S，50°E） 。

（2） 按东西半球划分 A点位于_西_半球。

（3） 按南北半球划分 B点位于_南__半球。

（4） 按高中低纬度划分，A点位于_中纬度_地区。

（5） B点位于 A点的_东南_方。

例题二

读经纬网图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 A、B、C、D的地理坐标：

A： （80°N，140°E） B： （40°N，140°W）

C： （20°N，140°E） D： （20°S，140°W）

（2）A点位于 C点的 正北 方向；

B点位于 C点的 东北 方向。

（3）四个点中位于南半球的是__D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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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1. 地球的运动

地球的运动 自转 公转

方向 自西向东（北 逆 南 顺） 自西向东

绕转中心 地轴 太阳

周期 一天（约 24小时） 一年（365或 366天）

产生现象 昼夜更替

1 时间差异

（偏东地点时间比偏西地点要 早 ）

1 昼夜长短变化

2 四季

五带

2. 地球的公转

北半球：3月、4月、5月为春季； 6月、7月、8月 为夏季；

9月、10月、11月为 秋季 ； 12月、1月、2月为 冬季。

南半球：南半球的季节变化与北半球刚好相反。

以北半球的四季为例，如下图，完成下面的表格。

日期 节气 太阳直射点 昼夜情况

图中的 C点

3月 20\21日
春分日 赤道

全球昼夜平等

图中的 B 点

6月 21\22日 夏至日（易考点） 北回归线\23.5°N
（北半球）

昼长夜短（易考点）

图中的 D点

9 月 22\23日
秋分日 赤道 全球昼夜平等

图中的 A点

12 月 22\23日
冬至日 南回归线\23.5°S （北半球）

昼短夜长（易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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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带的划分（见下图）

五大温度带的名称自北向南分别为：

北寒带、 北温带、热带、南温带、南寒带。

温带四季分明。

例题三

读地球上的昼夜示意图，回答问题：

(1)图中 A、B两地处于白天的是_A_。
图示时间为_6_月_22\23_日前后，北半球节气为__
夏至日_。
(2)此时太阳直射点在_北回归线\23.5°N。
(3)这一天南半球的昼夜长度什么特点_昼短夜

长 。

(4)此时 A 点以北会出现_正午太阳高度角达到一

年中最大值__现象。

第三节 地图的阅读

1 地图：把大范围的地区如一个省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地理事物按一定比例缩小后，用

不同的符号、颜色在平面上表示出来。

2. 地图的三要素：比例尺、 方向 、图例。

（1）比例尺

①公式： 比例尺＝图上距离/实地距离（是图上距离比实地距离缩小的程度）

②大小： 比例尺是一个分式，分母越小比例尺越大，分母越大比例尺越小。

2 比例尺与表示范围大小的关系：

举例 比例尺大小 表示范围的大或小 表示内容的详或略

1：400万 较大 小 详细

1：8000万 较小 大 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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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示方法： 文字式

数字式

线段式

（2）方向

①一般情况下，采用上 北、下南、左西、右东。

②指向标定向：箭头所指方向为 正北 。

③经纬网定向：经线指示南北方向，纬线指示东西 方向。

（3）图例与注记：图例－地图上用来表示地理事物的符号（熟悉 P18常用图例）。

注记－用来说明地理事物名称的文字和说明山高水深的数字。

3.地形图

（1）等高线地形图：用等高线表示地面高低起伏的地图。

（2）分层设色地形图：能一目了然的看到地面高低形态和海底起伏状况 。

（3） 地形剖面图 ：能直观地表示地面上沿某一方向地势的起伏坡度陡缓。

（4）海拔：地面某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相对高度 ：某点高出另一点的垂直距离，即两地的海拔差。

等高线：在地图上将 海拔相同 的各点连接成线，等高线分布密集，坡度陡 ；等

高线分布 稀疏，坡度平缓。

（5）等高线地形图的判断

▲

山顶 山脊 山谷 鞍部 陡崖

中间数值大 等高线凸向小

数值

等高线凸向大

数值

两山顶间的地平

地区

等高线重合的

地方

（6） 五种基本地形

山地 海拔较高>500m，起伏大

高原 海拔较高>500m，边缘陡峻，内部较平坦

平原 海拔很低<200m，地面平坦、起伏小

盆地 四周高，中间低

丘陵 海拔较低，有起伏，坡和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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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四

读右图回答问题

（1）李村所处的地形类型是 B
A．高原 B．盆地 C．丘陵 D．山地

（2）①②③④四地中，适合攀岩运动的是 A
A．① B．② C．③ D．④

（3）图中等高距是 100 米。

（4）图中②表示的山地部位是 鞍部 。

（5）图中③表示的山地部位是 山顶 。

（6）图中④表示的山地部位是 山脊 。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一节 大洲和大洋

⒈地球表面 71％是海洋，而陆地面积仅占 29％，概括地说，地球上是 七分海洋 三 分

陆地，海陆分布不均匀。

2.陆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但北极周围却是一片海洋，为 北冰 洋；海洋大多分布在南

半球，而南极周围却是一块陆地，为 南极 洲。

3.海是海洋的边缘部分，洋是海洋的中心部分； 海峡 是沟通两个海洋的狭窄水道。

4.四大洋面积从大到小是：① 太平洋 （面积最大、岛屿最多、水温最高、水体最深）；

②大西洋（形状如同“S”）；③印度洋；④ 北冰洋（面积最小、跨经度最广、纬度最高）。

5.相关概念

大陆 面积广大的陆地叫大陆。

（共六块大陆：亚欧大陆、南美洲大陆、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大利亚大

陆、南极洲大陆）

岛屿 面积广大的陆地叫岛屿。如格陵兰岛、台湾岛。

大洲 大陆与它周围的岛屿合起来称为大洲。如亚洲、欧洲。

半岛 半岛是陆地伸进海洋的凸出部分。如印度半岛、中南半岛。

6.全球陆地共分为七个大洲（面积由大到小排列）： 亚洲 、非洲、 北美洲、南美洲、

南极洲、欧洲、 大洋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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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位于东半球的大洲有 亚洲 、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

3 全部位于西半球的是北美洲和 南美洲；

③被三大洲包围的大洋是北冰洋，被三大洋包围的大洲是南极洲；

④纬度最高、跨经度最广的大洲都是南极洲；纬度最高、跨经度最广的大洋都是北冰洋。

7.大洲的分界线：

①亚洲、欧洲的分界是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 、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

②亚洲、非洲的分界是苏伊士运河 ；

③南美洲、北美洲的分界是巴拿马运河；

④亚洲、北美洲的分界是 白令海峡 ；

4 欧洲、非洲的分界是直布罗陀海峡。

第二节 海陆的变迁

1. 海陆变迁的主要原因 ①地壳的变动（喜马拉雅山中海洋生物化石）

② 海平面的升降 （我国东部海底的古河道遗迹）

③人类活动（荷兰的围海大堤）

2.德国科学家 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

其观点是：两亿年前，地球上各大洲是相互连接的一块大陆，它的周围是一片汪洋。

后来，原始大陆才分裂成几块大陆，缓慢的漂移分离，逐渐形成了今天 七 大洲、四 大

洋的分布状况。

3.板块构造学说的观点：

①地表岩层并不是整体一块，而是由 六 大板块拼合而成。

②各大板块处于不断的 运动 中。

③板块内部地壳比较稳定，板块交界地带地壳比较 活跃 。

（注：每个板块都是由陆地和海洋共同组成，其中太平洋板块几乎全部由海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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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上的火山、地震集中分布在板块交界的地带。世界上的两大火山、地震带是：

①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② 地中海—喜马拉雅 火山、地震带。

5.板块的运动

板块的运动

挤压 张裂

形成山脉、海洋面积缩小甚至消失 产生裂谷、出现新的海洋

喜马拉雅山脉、地中海 东非大裂谷、红海

例题四

读东、西半球示意图，

写出图中数字所代表的地

理事物

（1）大洲的名称 A北美洲

B 南美洲 C亚洲 D非洲

（ 2 ） 大 洋 的 名 称 ①

洋 ②印度洋 ③ 大西

洋 ④北冰洋

（3）A 和 B 大洲的分界线

是巴拿马运河，C和 D大洲

的分界线是苏伊士运河 C

和 E大洲的分界线是 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 。

例题五

按左图所示，根据字母所在位置写出六

大板块的名字：

（1）A亚欧板块 B_太平洋板块_

C 美洲板块 D_非洲板块

E印度洋板块 F_南极洲板块_。

（2）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亚欧板块和

印度洋板块相互_挤压_（填挤压、张裂）

而形成的；红海，它位于非洲板块和_

印度洋_板块之间的_张裂（填挤压、张

裂）地带，其面积将_扩大（填扩大、

缩小）。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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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一节 多变的天气

1.天气与气候的对比

天气 气候

概念 一地短时间的风雨、阴晴、冷热等

大气状况，多变的

一地 长时间 的天气平均状况

稳定的

描述 夜里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岳阳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2.①风向是风的来向，有“八大方向”，风向为“北”，说明风来自 北方。

②风力是风的强弱，共分 13级（0－12级），级数越大，风力越强。

3.在卫星云图上：绿色表示陆地；蓝色表示 海洋 ；白色表示云区，云的颜色越白表示

云层越厚，云层厚的地方一般是阴雨区。

4.熟悉城市天气预报图中常用的天气符号（见图 3.5）

5.空气质量的高低，与空气中所含污染物的数量有关，可以用污染指数来表示。清新的

空气，污染指数小，对人体健康有利；污浊的空气，污染指数大，对人体健康有害。

第二节 气温和气温的分布

1.气温的测量是用放在百叶箱里的温度计测得的。温度计放置的高度，离地面 1.5米，

测得气温的单位为： ℃\摄氏度 。日平均气温一般取 8 时、14时、 20时、2时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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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的气温均值。

2.气温的变化：（见图 3.11、3.12）

气温日变化 气温年变化

指以 一日 为周期的气温变化 指以一年为周期的气温变化

气温日较差 ＝（该天）最高气温－（该

天）最低气温

气温年较差＝最高月平均气温－最低月

平均气温

一天中

最高气温出现在午后 2点；

最低气温出现在日出前后 。

一年中北半球气温

陆地：7月最高， 1月最低；

海洋： 8月最高，2月最低。

一年中南半球气温

陆地：1月最高， 7 月最低；

海洋： 2 月最高，8月最低。

3.将气温相等的各点连接成线叫做 等温线 。

在同一条等温线上的各点气温相同\相等 。

4.等温线呈封闭形状，如果中心气温低，表示这里是低温中心，对应的地形可能是山地

或高原；反过来就是高温中心，对应的地形可能是盆地 。

5.等温线判断：

（1）等温线密集，表示气温差异大；等温线稀疏，表示气温差异 小 。

（2）等温线向北数值增大为南半球，向南增为 北半球 。

（3）等温线向高纬凸起说明该地气温比同纬高；

等温线向低纬凸起说明该地气温比同纬低；

（若为夏季，等温线向高纬凸起处为陆地，向低纬凸起处为海洋；

若为冬季，等温线向低纬凸起处为陆地，向高纬凸起处纬海洋）

6.气温分布规律：

（1）世界气温由低纬向高纬逐渐 降低（不同纬度）

（2）同纬度相比，夏季陆地气温高于 海洋，冬季相反。

（3）同纬度相比，海拔越高气温越 低，海拔没上升 100米，气温下降 0.6℃ 。

第三节 降水和降水的分布

1.从大气中降落的雨、 雪 、冰雹等，统称为降水。 降雨 是降水的主要形式。

2.降水量的测量：测量的基本仪器是雨量器 ，单位： mm\毫米 ，一般每天 8时和 20
时各测量一次，测量结果之和为日降水量。

（注：日平均气温取四时刻的平均值，日降水量取两时刻的和）



13

3.通常用各月 降水量柱状图 来表示一个地方一年内降水的季节变化。

用等降水量线图来表示世界各地降水量的分布情况。

4.

世界降水的分布规律

赤道地区，降水多 两极地区，降水 少

南北回归线附近，大陆西岸降水少 南北回归线附近，大陆东岸降水多

中纬度地区，沿海降水多 中纬度地区，内陆降水少

山地迎风坡，降水多 山地背风坡，降水 少

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

1.气候是一个地方多年的天气平均状况。一个地方的气候具有一定的特征，一般变化不

大。

2.气候的两大因素： 气温 和降水。

3.掌握世界主要的气候类型及分布和气候特征（见图 3.28）

世界主要气候类型

气候类型 气候特征描述

热带

（4种）

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 季风气候

热带沙漠气候

“时间”+“气温”+“降水”

①全年

夏季

②

冬季

≥20℃ 高温\炎热

≈15℃ 凉爽

≥0℃ 温和

≤0℃ 寒冷

大部分≤0℃ 严寒

＞100mm多雨

≈50mm 湿润

＜30mm 少雨

\干燥

温带

（5种）

亚热带季风气候

地中海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寒带

（1种）

寒带气候\极地气

候\苔原气候

特殊

（1种） 高原山地气候

4.影响气候的因素

（1）纬度因素

高纬度气温低、低纬度气温 高 ；低纬度降水 多、高纬度降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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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陆因素

沿海地区降水 多 、内陆地区降水少；沿海地区温差小、内陆地区温差大。

（3）地形因素

高海拔地区气温低，低海拔地区气温高；迎风坡降水多，背风坡降水 少 。

（4）人类活动：植树造林、修水库则风调雨顺旱涝灾害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形成

温室效应，冰雪融化、水温上升，引发洪涝灾害。

5.能通过气温降水图判断气候

例题五

读图 1 “气温和降水变化图”及图 2“世界气候分布图，回答下列问题。

（1）在图 1 气温和降水变化图中，一月气温大于 0℃的是 甲 图和 乙 图，七月气

温最低的是 乙 图。

（2）在图 1 气温和降水变化图中，根据降水量的变化情况判断，属于冬季多雨的是

甲图，夏季多雨的是 丙 图，降水季节分配最均匀的是乙图。

（3）将图 2 世界气候分布图中的①、②、③、④四地与图 1 气温和降水变化图中所

对应的气候用直线连接起来，并填注气候类型名称：

图 1 气温和降水变化图

图 2 世界气候分布图

⑤

①

④

②
③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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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甲 地中海气候

② 乙 温带海洋性气候

③ 丙 温带季风气候

④ 丁 温带大陆性气候

（4）图 2世界气候分布图中⑤地区比其东西两侧同纬度地区气温低，主要原因是

地形因素，⑤地区比其东西两侧同纬度地区海拔高，海拔越高，气温越低

（5）图 2世界气候分布图中①和③地区年降水量都大于②地区，主要原因是

海陆因素，①和③为沿海地区，②为内陆地区，沿海地区降水多，内陆地区降水少。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一节 人口与人种

1.世界人口增长规律：18世纪前缓慢之后迅速，特别是 20世纪以来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2.人口增长速度由 出生率 和死亡率决定。

从全球看，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在每年新出生的婴儿数大大多于死亡的人数，

使得人口总数得以不断增长。

3.自然增长率＝ 人口出生率 －人口死亡率

(>0 人口增长；=0 人口不增不减；<0人口减少 负增长)
出生率＝出生婴儿数/总人数 死亡率＝死亡人数/总人数

一般经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慢，经济落后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快。

4.人口密度指平均每平方千米面积内居住的人口数。单位：人/平方千米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人口总数/总面积。

5.世界人口的分布

人口稠密区 图 4.4
（中低纬度近海的平原地区是人口稠密地区）

人口稀少区

亚洲东部和南部

主要原因：自然条件优

越、农业发展较早、历史

上人口密集

欧洲及北美洲东部

主要原因：工业发展较

早、经济发达、人口稠密

干旱沙漠地区、过于潮湿

的雨林地区、高纬地区、

地势高峻的高原山区

6.人口问题及其对策

人口过多 人口过少

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就有

困难、饥饿贫困、居住条件差

国防兵源不足、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

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 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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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人类体质方面的特征，人类可以分为白种、黄种和黑种三个主要人种。

8.人种的分布（见图 4.7）

人种 分布地区 特征

白种人 欧洲、北美洲、大洋洲 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

黄种人 亚洲东部 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

黑种人 非洲撒哈拉以南 黑皮肤、黑眼珠、黑而卷的头发

第二节 世界的语言和宗教

1.世界主要语言的分布（见图 4.9）

世界主要语言 主要分布地区

汉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中国、东南亚

英语（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 欧洲西部、北美洲、亚洲南部

法语 法国以及前殖民地

俄语 俄罗斯

西班牙语 西班牙、南美洲

阿拉伯语 亚洲西部、非洲北部

2.三大宗教

宗教 发源地 信奉的神和教主 宗教建筑 分布

基督教

(第一大)
巴勒斯坦 上帝和耶稣 十字架 欧美、美洲、大洋洲

伊 斯 兰 教

(第二大)
阿拉伯半岛 安拉（真主）和

穆罕默德

清真寺、

星月形标志

亚洲西部和东南部、

非洲北部和东部

佛教

(第三大)
南亚（古印度） 释迦牟尼 佛塔、寺庙 亚洲东部和东南部

第三节 人类的居住地——聚落

1.聚落是指人们的聚居的地方，分为 乡村 和 城市 两种形式。

一般来说，先有乡村聚落，后有城市聚落。

城市聚落的居民，主要从事工业、服务业等工作。

乡村聚落的居民分别从事耕作、放牧、捕鱼、伐木等农业生产活动。

2.早期的聚落大都选择在地形、气候、水源、土壤、资源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点。

3.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聚落的建筑外貌、建筑材料等因环境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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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南亚高架屋、因纽特人冰屋、黄土高原窑洞、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西亚小窗

厚墙的村庄等等。

4.世界遗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遗产三大类。

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有 300多处。如法国的“巴黎塞纳河岸”、

意大利的威尼斯城、我国山西的平遥古城、云南省的丽江古城等已被列入该名录之中。

第五章 发展与合作

1.世界上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

2.国界是一国与邻国或公海之间的界线。国界是人为划分的，有的依据山脉、河流、海

洋、经纬线来划分。

3.国界范围以内的领陆、领水和领空，总称领土。埃及跨亚非，土耳其跨亚欧，俄罗斯

跨亚欧，巴拿马跨南北美洲，美国跨北美洲和大洋州（美国的夏威夷群岛属于大洋州）。

4.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最小的是梵蒂冈。

居前六位的依次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

5.世界各国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中国一贯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五项原则，以求得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6.根据经济水平的差异，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欧、北美、大洋洲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

区，包括整个南美洲和北美洲的一部分）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

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等

中国、韩国、巴西等等

多分布在北半球 南半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商谈称为 “南北对话” ，

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7.国际合作

8.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联合国正式成立于 1945年，总部设在美国纽

约，其基本宗旨是“促进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引进资金、设备、技术

购买原料、出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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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有 6个主要机构，其中安全理事会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它由中

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5个常任理事国和 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

家长可以下载高清版，便于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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