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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地理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小到个人生活，大到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都与地理科学密切相关，因为人类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

理环境。学好地理，培育地理核心素养，是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新要求。

高中地理课程为同学们提供了高中阶段必不可少的地理科学知识，内

容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以及作为地理科学支撑的地图、遥

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专门的学科知识，对当今世界困扰人类的资源、环境

和人口问题，以及学术界和社会均极为关注的全球变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问题，都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通过学习，掌握这些知识和运用地理的技

能，就基本具备了21世纪中国青年必须具备的地理素养，才不会成为眼界

狭隘的平庸之辈。

郑和下西洋已经600多年了。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先辈的光辉业绩

自豪，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郑和船队虽然规模庞大、前无古人，但人

们因不知地球是圆球形，而最终与“地理大发现”失之交臂。须知，比郑和

下西洋晚了半个多世纪的哥伦布和其他一些探险家却因“地理大发现”（主

要是“发现”新大陆）而将西方世界引进了一个新纪元，从此欧洲开始超过

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究其原因， 古代中国地理学理论上的落后也不能辞其

咎。应当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他手中原本拿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

皇帝的国书，还误认为古巴是中国的一个半岛。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球形，

向西航行最终必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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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今 ，已经 了世界最大 口 和发 了世界上

一 的中国， 经 伟大复兴的同时，必须 理论上 和

。以人为本， 究地球 地理环境 的相 作用， 全新的地球

系统科学，为 的全球变化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

，这应当是现代地理科学理论探 的中心 ，也是 备 国伟大

业的青年学 应当关心的 大问题。 青年学 ，学好地理，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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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宇宙 地球

    地

图1-1-1　 星

上是 存 着 存 过生 ，一 是人们关注的 门 题。科学家

究认为， 上存 和 。20 18年11 17 国国家航 与航

（ N A S A ）“ ”探 陆 ，进一 引 了人们对 是 存 生

的关注。

 

作为 系中与地球最相 的行 ， 上 的存 生 具备

人类生存的环境

3第 一 节
地球的宇宙环境

图1-1-2　夜晚的星空 图1-1-3　蜘蛛星云

图1-1-4　划破夜空的流星 图1-1-5　哈雷彗星

10 *

    *  光年是一种计量天体距离的单位，即光在一年中传播的距离。1光年约等于94 605 亿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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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地球的宇宙环境

19 7 0 年4 24 ，我国自行 、 的

一 人 地球 “东方 一 ”发 成 。

20 0 3年10 16 ，“ ” 人 船

地 ，我国 人航 圆 成 。

伟成为我国 一个进 的航 。

20 0 8年9 28 ，我国航 成

后安全 ，“ ” 人

航 行 圆 成 ，实现了中国人 一

行 。

20 13年12 14 ，我国“ ” 球

探 成 着陆 球。

20 16年9 25 ，我国 的世界

最大 口 50 0 口 球

（F A S T ） 落成 用。

20 16年10 19 ，我国“ 一 ”

人 船与“ ” 实 成 交会对 。航 、 “

” 实 作生活了30 。

20 17 年8 16 ，我国“ ” 实 发 成 ，这是世界上

科学实 。

20 18年11 19 ，我国发 、 航 ， 着

航 从区域 向全球。

20 19 年1 3 ，“ ” 球探 成 着陆 球 ，其 的 球

“ ”开始对 探 ，实现了人类 对 球 的实地 。

图1-1-   一 星

图1-1-  

       

       图1-1-11  量 星

图1-1-   单 图1-1-1   量 星

地球

地球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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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　

1. 明该地 度 一 中的变化 。

2. 比 前后 度的 ， 可能的原因。

 
 

 
 

 
 

 
 

图1-1-11　



第 一 节
地球的宇宙环境

图1-1-12  天

 

11

图1-1-14　光 的 图1-1-15　 的

图1-1-13　

1. 明该地 度 一 中的变化 。

2. 比 前后 度的 ， 可能的原因。

 
 

 
 

 
 

 
 



第 一 
宇宙 地球

图1-1-1 　 年 量 的

10 0

图1 1 16，比 相对 与 个地区 关系的 。

此基 上， 活 对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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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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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天 的 计 。
  距离 1天 单位 。

  量 体 1 单位。

空 天 的 计 。

距离 1天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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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地球的 些 理 地球生 的存

2. 进一 相关资 ， 存 生 的可能 。

 图1-1-1   天体

第  节
地球的

    地

*  

年 ，“ ”成为

上的新 。 是

的化 专家认为，

“ ”中的 化 实

上是生 古生代的

的化 。

 

知道古生代 了 生活的环境以及生 化的过程  

  图1-2-1  

图1-2-2  于

    *   量 的 的 位 。

图1-1-1   天体

1，地球的 些 理 地球生 的存

进一 相关资 ， 存 生 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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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是 洋 ，为 现 陆地上的 中 相关资

以 明。

同 素 。 形成过程中， 同 素以一 的形

进 其中， 不 地 ， 变的 。通过 、 中

同 素 和 的 ，可以 该 、 的地 年 ，从而 地

的年代。

化 。 地 中 化 ， 地 的年代。此方 简 行，

但 小 度环境 变 时 一 的 。

此 ，还可 古地 年代等方 地 的年代。

图1-2-3 

是 洋 ，为 现 陆地上的 中 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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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 今大 38 . 5 年前 现后，经 了 年 化的过

程。到大 今5. 4 年前的 纪 ，

然 2 0 0 0 多 年的时 内 现

的生 。 们不 而同地 源，一

系 与现代 形 基本相同的 地

球上“ 相”，形成了多 门类

同时 生的 。该现 为“

纪生 大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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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节
地球的

1. 1 2 1， 成 1 2 2的 。

  地 大

 

2. 简述地球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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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是 行 的时代，其

中最 的 行 当 。

现 纪，兴 纪，是陆生

。 小， 和 一

， 用 行 的，也 用 行

的。 类 多，形 ，大的

，小的 大

的，也 的，还 的。 大多生活 陆地上 中。

今6 50 0 年前的 纪 ，包括 内的 7 5 % 80 % 的 ，

达 1. 4 年之 的 时代 之终 。关 这 生 大 的原因， 多

“ 变 ”“地 变化 ”“ ”“ ”“ 中

”等，其中“ ” 到了 多科学家的认可。

1.  地 年代 ， 理 和 化的 ， 其 化的

规 。

2.  是一 可以进行光 作用的 。 从 的 现和

的 度 大 成 地球 上的可能变化。

图1-2-5 

3 2

2

6 50 0

6 50 0

第  节
地球的

25 23

图1-2-   2 5亿年 的

图1 2 6， 6 500 年以 陆 的主要变化。

1. 明大西洋、印度洋 的变化， 平洋 的可能变化。

2.  洲大陆、 大 大陆和印度半岛（ 大陆） 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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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系的其他行 不同，地球不

和大 ，还 和生 。

这些 相 作用，形成了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 环境。

 

地球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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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8 0 0

3 40 0

    *   19 0 9 年， 在 一 。
， ， 。

    * *   在 一 的 。19 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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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发生时，地下 到 ， 生地 。地 （ P ）

和 （ S ）之 。 的 度 ，能通过 、 和

的 度 ， 能通过 。

科学家 究地球内 地 度的变化规 时，发现 地下平均

33 （大陆 ）和地下 2 9 0 0 ，地 度 然变化， 此

其 大 。人们以这 个界 为界， 地球内 为地 、地

和地核 个 。

 图1-3-3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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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光

1. 的生活经 ， 方向的其他方 。

2.  以小 为 ， 一个方 ， 用学 的 、 等

东、西、 、 个方 ， 用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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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年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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