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初中地理中考

八年级下册综合复习



地理课程标准

1.地球在宇宙中

  ●结合科学故事、史实材料等，说出人类对地球

形状的认识过程，使用数据、类比等方式描述地球

的大小

  ●运用图片、影视资料，以及数字技术等手段，

描述地球的宇宙环境、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认

识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



2.太空探索

  ●结合图片、影视资料等，描述探月工程、火星

探测以及空间站建设等人类太空探索的进展与意义

  ●收集中国航天及太空观测发展的相关材料，举

例说出中国太空探索的成就



3.地球仪

  ●观察地球仪，并用简易材料制作地球仪模型

  ●在地球仪上识别经线和纬线，说出经度和纬度

的分布规律；用经纬度描述某一地理事物或现象所

在地的位置

  ●在地球仪上识别两极、赤道、南北回归线、南

北极圈、本初子午线等，说出划分南北半球、东西

半球的依据



4.地球自转

  ●运用地球仪或软件，演示地球的自转运动，说

出地球的自转方向、周期

  ●结合实例，说出地球自转产生的主要自然现象

及其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5.地球公转

  ●运用模型或软件，演示地球的公转运动，说出

地球的公转方向、周期

  ●结合实例，说出地球公转产生的主要自然现象

及其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6.地图

  ●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判读经度和纬度，量算距

离，识别图例所表示的地理事物或现象，并描述地

理事物或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

  ●结合地形观察，说出等高线地形图、分层设色

地形图表示地形的方法；在地形图上识别一些基本

地形



  ●根据需要选择适用的地图，查找所需要的地理

信息，养成使用地图的习惯

  ●结合生活实例，描述数字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捷

  ●结合实例，描述数字地图在城市管理、资源调

查、灾害监测等方面的应用



7.自然环境

  ●通过阅读地形图、图像，观看影视资料，观察

地形模型或实地考察等，区别山地、丘陵、高原、

平原、盆地的形态特征

  ●在世界地形图上指出陆地主要地形和海底主要

地形的分布，观察地形分布大势



1.天气是一个地区__________里的风雨、冷热、阴晴

等大气状况。它有两个特点：（1）天气是时刻变化

的；（2）同一时刻，不同地方的天气可能差别很大。

2.气候是某一个地区多年的天气平均状况，一般变化

______。

知识要点梳理

一、多变的天气

考点1 天气与气候的主要区别

短时间

不大



考点2 认识卫星云图，识别简易的天气符号

1.在卫星云图上，蓝色表示海洋，绿色表示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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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卫星云图，可

以判断一个地方的天气状况。

陆地



2.通过常用的天气符号图（图1-3-1和图1-3-2），

能看懂简单的天气预报图。



1.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空气质量的高低，一方面受

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气压的高低、风力的大小；另

一方面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2.空气质量：一般用_______________来表示空气质

量的高低。空气越清新，空气质量指数越小，空气质

量越好，对人体健康越有利；空气越污浊，空气质量

指数越大，空气质量越差，对人体健康越有害。质量

考点3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指数



级别越高，空气质量指数越大，空气质量越差；反

之，空气质量越好。

表1-3-1

空气质量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空气质量指数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300

空气质量状况 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二、气温的变化与分布

1.气温日变化。

一天中，最高气温出现在_________左右，最低气温

出现在___________；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的差，叫

气温日较差。

考点4 气温的变化

午后2时

日出前后



2.气温年变化。

一年中，北半球气温，通常大陆上7月最高，1

月最低；海洋上8月最高，2月最低。南半球和北半

球正好相反。一年内的最高月平均气温与最低月平

均气温的差，叫气温年较差。



1.等温线。

世界各地冷热不同，气温的分布有很大差别。通

常用等温线来表示气温的水平分布。在同一条等温线

上，各点的气温相等。等温线密集的地方，气温差异

______；等温线稀疏的地方，气温差异小。

考点5 气温的分布

大



2.气温的分布规律及原因（图1-3-3）。

(1)一般来说，低纬度气温______，高纬度气温

_____。因为随着纬度的升高，地面获得的太阳光照

逐渐减少。

高

低



(2)同纬度地带，夏季_______气温高，_______气温

低；冬季相反。海洋和陆地的物理性质不同，陆地

吸热快，放热也快；海洋吸热慢，放热也慢。因此，

吸收或放出同样的热量，陆地和海洋的温度变化不

一样。

(3)在山地和丘陵，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大致每

升高100米，气温约下降______℃。

(4)南半球海洋面积广阔，性质单一，气温受海陆位

置和地形影响较小，等温线较北半球平直。

陆地 海洋

0.6



影响气温分布的因素分析。

(1)等温线大致与纬线平行，说明气温主要受纬度影响。

(2)等温线大致与海岸线平行，说明气温受海洋因素影

响显著。

(3)等温线大致与等高线平行或与山脉走向平行，说明

气温主要受地势起伏影响。闭合等温线图中，越往中心

气温越低，判断此地为山地；反之，则为盆地。

精巧点拨



（2023·吉林四平）图1-3-4为某月太平洋表层

海水等温线分布示意图（单位：℃），完成1～2题。

1.对比回归线附近海水温度可知，

此时处于（    ）

A.北半球夏季   B.南半球夏季   

C.南半球7月   D.北半球1月

经典考题

A



2.太平洋海水表层水温的分布特点是（    ）

A.北半球中纬度等温线稀疏

B.大致由低纬向高纬递减

C.北半球等温线与纬线平行

D.沿北回归线，大洋西岸低于大洋东岸

B



三、降水的变化与分布

考点6 世界降水的类型

地形雨



考点7 世界降水量的分布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

1.世界降水量的分布规律（图1-3-5）。



2.世界各地有的地方降水多，有的地方降水少。降
水量的分布情况通常用等降水量线图来表示。
世界上降水最丰富的地区(即世界的“雨极”)——
___________。
世界上降水最贫乏的地区(即世界的“干极”)——
阿塔卡马沙漠。

乞拉朋齐



等降水量线的判读。

1.判断降水的地区分布差异大小：等降水量线密集—

—降水的地区分布差异大；等降水量线稀疏——降水

的地区分布差异小。

2.判断海陆因素对降水的影响：等降水量线与海岸线

大致平行——降水自沿海向内陆减少。

3.判断迎风坡和背风坡：等降水量线与山脉走向平行

——多雨为迎风坡，少雨为背风坡。

精巧点拨



四、世界的气候

考点8 世界气候分布规律

世界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及其特点（表1-3-2、图1-

3-6和图1-3-7）。

表1-3-2

气候类型名称 分布 特点

热带雨林气候 赤道附近地区
全年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热带草原气候
非洲、南美洲热带雨林
气候区的南、北两侧

全年高温，干、湿季
明显

     （从上到
下）高温多雨



续表

气候类型名称 分布 特点

热带季风气候
______________和中南半

岛

全年高温，分旱季和

雨季

热带沙漠气候
南、北回归线附近的大

陆西岸和内陆地区
全年______________

亚热带季风和

湿润气候
亚热带大陆______岸

夏季高温多雨，冬季

温和少雨

地中海气候
南北纬30°～40°的大

陆西岸

夏季______________

_，冬季

_______________

印度半岛

炎热干燥

东

炎热干燥
温和多雨



续表

气候类型名称 分布 特点

温带季风气候 北半球温带大陆_____部
夏季高温多雨，冬季

寒冷干燥

温带大陆性气
候

温带大陆内部
冬冷夏热，温差大，
降水少且集中在夏季

温带海洋性气
候

南北纬40°～60°的大
陆______岸

冬暖夏凉，全年湿润，
降水均匀

寒带气候
亚欧大陆北部、北美大

陆北部及南极洲
全年严寒，降水稀少

高原山地气候 高山、高原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东

西







如何分析某种气候的特点。

1.先根据气温曲线图判断气温：一般来说，月

平均气温在20 ℃以上可称为“高温”或“炎热”；

月均温为 10～20 ℃可称为“暖热”；月均温为 0

～10 ℃可称为“凉爽”；月均温在0 ℃以下可称为

“低温”或“寒冷”。

2.再根据降水量柱状图判断降水：一般月平均

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称为“多雨”，低于50毫米称为

“少雨”，50～100毫米称为“湿润”。

精巧点拨



1.（2023·吉林延吉）根据某地多年平均各月气温和

降水量数据表（表1-3-3），可判断该地（    ）

表1-3-3

A.夏季多雨 B.冬季温和

C.雨热同期 D.全年湿润

经典考题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气温/℃ 28 25 19 16 10 5 4 5 6 17 19 24

降水量/毫米 15 26 48 62 90 159 131 115 95 76 55 2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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