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热门 17 篇）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 第 1篇 

    一、辽阔的疆域  

    1、位置优越  

    ⑴半球位置：东半球，北半球。⑵海陆位置：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  

    ⑶纬度位置：大部分位于中纬度地区，属北温带，南部少数地区位于

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没有寒带。  

    ⑷位置优点  

    发展农业生产 我国地域广大，南北、东西气候差异大，为发展多种

农业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外交往与合作 东濒太平洋，多优良港湾，海上交通便利，有利于

同海外各国友好往来;西部深入亚欧大陆内部，与多国接壤，使我国陆上

交通能与中亚、西亚、欧洲直接往来。  

    发展海洋事业 东临太平洋，沿海多优良港湾，便于开发各种海洋资

源。  

    其它 造就了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北国冰雪、南国热带风光。  

    2、国土辽阔  

    ⑴陆地面积：约 960万 Km2，差不多与整个欧洲的面积相等，仅次于

俄罗斯、加拿大，在世界各国中居第 3位，是世界上面积较大的国家。  



                                      
                           

    ⑵领土四至：东西相距约 5000 千米，南北相距约 5500 千米。  

    最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相交处(135°E); 最西：x

疆的帕米尔高原(73°E);  

    最南：南海的南沙群岛中的曾母暗沙(4°N);最北：黑龙江省漠河以

北主航道的中心在线(53°N)。  

    ⑶陆上疆界：2万多千米;海岸线：1、8万多千米。  

    ⑷陆上邻国：陆上邻国(14 个)：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

缅甸、老挝、越南。  

    ⑸隔海相望的国家(6 个)：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

印度尼西亚。  

    ⑹ 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濒临的海洋从北到南依次是渤海、

黄海、东海和南海，管辖的海域面积约 300 万平方千米。渤海、琼州海峡

是我国的内海。渤海有我国最大的盐场——长芦盐场，东海有我国最大的

渔场——舟山渔场。  

    ⑺半岛、岛屿：主要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雷州半岛。主要岛

屿—台湾岛(我国第一大岛)、海南岛。  

    3、34 个省级行政(P7 中的图 1、7)  

    ⑴行政区划：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镇(乡)三级。  



                                      
                           

    ⑵我国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

辖市和香港、澳门 2个特别行政区。  

    ⑶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名称、简称、行政中心。新课 标第 一

网  

    ⑷特殊的省级行政区。 ①跨纬度最广的是海南省。跨经度最广的是

内蒙古自治区。纬度最高的是黑龙江省。纬度最低的是海南省。  

    ②人口最多的是广东省。人口最少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少数民族数

目最多的是云南省。  

    ③面积最大的是 x 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最小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

大陆海岸线最长的是广东省。沿海岛屿最多的是浙江省。全部处于热带的

是海南省。同时濒临黄、渤海的是辽宁省、山东省。  

    ④邻国最多的是 x 疆维吾尔自治区。邻省最多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陕

西省。  

    ⑤北回归线自西向东穿过的省是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

台湾省。  

    二、 众多的人口  

    1、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⑴据 20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5

以上。20XX年 1月 6日，为中国 13亿人口日。⑵人口的突出特点：人口

基数大，人口增长快。⑶人口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2、人口东多西少  

    ⑴人口密度：我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134 人，是世界平均人

口密度的 3倍。  

    ⑵人口分布特点：以黑河(黑龙江省)——腾冲(云南省)为界，东多西

少。  

    ⑶34 个省级行政区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密

度最小的是 x 藏自治区。23个省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江苏省。  

    三、多民族的大家庭  

    1、56 个民族  

    ⑴人口数最多的是汉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92%。  

    ⑵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壮族，最少是珞巴族，人口在 400 万以上的

少数民族有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

藏族。  

    ⑶各民族有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传统的体育活动，如汉族的

端午节、傣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维吾尔族的开斋节、彝族

的火把节、朝鲜族的长鼓舞等。  

    ⑷民族政策：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  

    2、民族的分布  

    ⑴民族分布特点：大杂居、小聚居。⑵汉族：遍及全国，主要集中在

东部和中部。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 第 2篇 

    中国的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我国面积居世界第三， 人

多地少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我国各类土地资源齐全，形成了耕地、林地、草地等多种土地类

型，这有利于因地制宜。我国是一个少林的国家。  

    3、我国土地利用中的核心问题是：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我国土地

利用中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4、基本国策：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其他对策：依照政策法令管理;做好开源与节流两项工作;加强土地资

源的建设与保护  

    1、 国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看，耕地主要分布在湿润、半湿润平原、盆

地及低山丘陵，北方以旱地为主，南方以水田为主;林地主要分布在东北、

西南的深山区和边远地区及东南山地;草地主要分布在内陆干旱、半干旱

高原、山地及青藏高原。植被自东向西的变化：森林;森林草原;草原;荒

漠草原、荒漠  

    2、 我国各地区土地资源的质量差别大：①北方平原广阔，耕地多，

但热量较低，降水较少，以旱地为主。②南方多丘陵山地，但热量高，降

水丰沛，以水田为主。③西北内陆光照充足，热量较为丰富，但干旱少雨，

水源不足，以草地和荒漠为主。④青藏高原光照充足，但热量不足，土地



                                      
                           

生产力较低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 第 3篇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和人口  

    第一节 中国的疆域  

    一、 伟大的祖国(位置)  

    半球位置：东半球、北半球  

    1、 海陆位置：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  

    2、 经纬度位置：大部分在北温带，小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  

    3、 我国纬度位置的优越性：气候差异大，为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提供

了有利条件。  

    4、 我国海陆位置的优越性：  

    (1)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使我国东部广大地区在夏季风

湿润气流的影响下，降水丰富，有利农业生产;  

    (2)海陆兼备，东部地区有利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西部地区深入亚欧

大陆内部，使我国陆上交通能与中亚、西亚、欧洲各国直接往来，便于对

外交往和合作;  

    (3)沿海有许多优良的港湾，便于发展海洋事业。  

    二、 辽阔的疆域：领土的四端：最北：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

心线 53°N;最南：海南省南沙群岛曾母暗沙：4°N;最西：新疆帕米尔高

原 73°E;最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的汇合处 135°E。  



                                      
                           

    2、陆地面积：960 万平方千米。居第 3位。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  

    (1) 濒临的海洋：从北往南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岸线长

万千米。  

    (2) 中国海域最大的岛是台湾岛，第二大岛海南岛。  

    (3) 内海有渤海和琼州海峡。领海宽度 12海里。  

    (4) 钓鱼岛位于东海、黄岩岛位于南海。(P5 地图)  

    三、 众多的邻国  

    1、 陆界线：万多千米  

    2、 陆上邻国：14 个：东朝鲜、北蒙古、东北西北俄罗斯;西部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印度，尼

泊尔，不丹;南部还有缅甸，老挝，越南。  

    3、 隔海相望的国家：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

尼西亚  

    第二节中国的行政区划  

    一、 行政区划  

    1、 三级行政区划：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县级市)、镇

(乡)三级及特别行政区  

    2、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 2个特

别行政区  

    3、 我国邻国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我国面积最



                                      
                           

大的省级行政单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我国有北回归线穿过的行政单位自东向西依次是：台湾省(台)、

广东省(粤)、广壮族自治区(桂)、云南省(云或滇)  

    我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简称及行政中心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 第 4篇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中国的地形  

    一、 山脉纵横交织  

    1、 山脉构成地形的骨架  

    (1) 山脉纵横交错，把全国分成若干地形区  

    (2) 山脉成为地形区的界线 P27的表格 1  

    2、 我国主要山脉的走向和分布 P21  

    (1) 东西走向的山脉 ：最北一列：天山和阴山;中间是昆仑山和秦岭;

靠南的一列是南岭。  

    (2) 南北向的山脉 ：位于中国中部的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脉  

    (3) 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西侧的一列：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

—雪峰山;中间的一列：长白山-武夷山等;东侧一列：台湾山脉  

    台湾山脉的主峰玉山是中国东部最高峰。  

    (4) 西北—东南向的山脉 ：阿尔泰山、祁连山  

    (5) 弧形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峰海拔米，是世界第一高峰。  



                                      
                           

    (6) 省级行政区域单位分界线：  

    河北和山西(太行山) 福建和江西(武夷山) 湖北和重庆(巫山)  

    青海和甘肃(祁连山) 西藏和新疆(昆仑山) 广东和湖南(南岭)  

    3、 中华五岳：泰山(山东)、华山(陕西)、衡山(湖南)、恒山(山西)、

嵩山(河南)  

    我国山脉两侧地形区名称一览表  

    一、 地形复杂多样  

    1、 地形特点：地形复杂多样：高原、平原、盆地、丘陵和山地。  

    2、 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3、 主要地形区特征：  

    (1) 四大高原 ：青藏高原 ——世界屋脊，高山终年积雪，冰川纵横。

大江大河发源地;  

    (2) 内蒙古高原——开阔坦荡，地面起伏和缓。  

    (3)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黄土广布;  

    (4) 云贵高原——石灰岩广布，地表崎岖  

    (5) 四大盆地：塔里木盆地——最大的内陆盆地;内有我国最大的沙

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丰富的油气资源  

    (6) 准噶尔盆地——绿洲和垦区，受大西洋湿润气流影响。  

    (7) 柴达木盆地——内陆高原盆地和“聚宝盆”;平均海拔最高  

    (8) 四川盆地——紫色,红色盆地，内有成都平原(天府之国)  



                                     
                           

三大丘陵：辽东丘陵，山东丘陵，东南丘陵——林业和牧业  

    (10) 三大平原：东北平原——最大，黑土广布;  

    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地势低平  

    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低平，湖泊众多，鱼米之乡  

    (11) 山地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山地的优缺点：p28  

    (12) 山区:山地,丘陵和崎岖的高原合称山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2/3  

    (13) 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一、 地势西高东低  

    1、 我国地势的突出特征：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  

    2、 三级地势阶梯的概况：P20  

    1、 西高东低的地势对气候、河流、交通、经济、水能的影响：  

    (1) 对气候：使海洋湿润气流从东至西深入内地，形成降水;  

    (2) 对河流：许多大江大河自西向东流入海洋;  

    (3) 对交通：东西向的河流沟通了东西交通;  

    (4) 对经济：方便了沿海和内陆的联系;  

    (5) 对水能：在阶梯的交界处，落差大，水能丰富，有利发电。  

    读图 p30 三个阶梯的分界线及地形区。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 第 5篇 

    对比联想记忆法  



                                     
                           

是指根据地理事物之间具有明显对立性特点加以联想的记忆方法。通

过对比联想，有助于我们比较地理事物的差异性，掌握各自的特性，增强

记忆。如气旋和反气旋是大气中最常见的运动形式，其气压分布状况、气

流状况、天气状况都相反，学习时，只需精记一种即可。  

    从属联想记忆法  

    是根据地理事物之间因果、从属、并列等关系增强知识凝聚的联想记

忆方法。通过关系联想，引导思考、理解地理知识彼此之间的关系，使思

考问题有明确的方向，感到有些地理知识多而不杂，杂而不乱，有规律可

循。如因果关系：地理自转→地转偏向力→盛行风向→洋流的流向;从属

关系：总星系→银河系→太阳系→地月系;并列关系：风化作用→侵蚀作

用→搬运作用→沉积作用→固结成岩作用。  

    聚散联想记忆法  

    是指运用聚合思维对一定数量的知识通过联想，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

到一起或运用发散思维对同一地理知识，从多方面进行联系的记忆方法。

包括聚合联想记忆法和发散联想记忆法，互为逆过程。运用聚散联想记忆

法有助于学习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扩大思路，建立地理知识的“联想

集团”。  

    形象联想记忆法  

    是把所需要记忆的材料同某种具体的事物、数字、字母、汉字或几何

图形等联系起来，借助形象思维加以记忆。形象联想既有利于激发兴趣、



                                     
                           

又有利于加深记忆。如新疆的地形特征可与新疆的“疆”

的右半部分联系起来，“三横”表示三山即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两

田”表示两大盆地即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又如意大利的轮廓图像高

跟靴子。  

      

八年级地理知识点上册 第 6篇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逐步完善的交通运输网  

    交通运输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又比喻为

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四大米市：无锡、芜湖、九江、长沙。以茶换马：

甘肃天水  

    铁路线、公路线、航线以及航空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东部地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大，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较小。铁

路运输是我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我国的铁路干线  

    (1)东西：京包-包兰线;陇海-兰新线;沪杭-浙赣-湘黔-贵昆线  

    (2)南北：京哈线;京哈线;京广线;京九线;焦柳线;宝成-成昆线  

    (3)青藏铁路  

    交通枢纽：北京、郑州、徐州、兰州、株洲、成都等经过的铁路线  

    交通方式的特点  



                                     
                           

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贵重或者急需的货物而又数量不大的用航空运

输;容易死亡或者变质的货物，多用公路;大宗笨重货物远距离运输，一般

选择铁路或者水运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定义和分类：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

来获得产品的各部门，统称农业。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产业。分为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南宜水稻北宜麦)、油料作物(长

江油菜带、黄淮花生区两大生产区)、糖料作物(南种甘蔗北甜菜)、棉花(新

疆南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三大棉区)。  

    农业分布  

    (1)种植业：东部半湿润和湿润和平原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为水

田，以北是旱地。  

    (2)牧业：西部的高原和山地，四大牧区：新疆牧区，西藏牧区，青

海牧区，内蒙古牧区  

    (3)林业：东北林区和西南林区，东南部人工林区  

    (4)渔业：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三)工业和分布与发展  

    定义和分类：工业生产主要是从自然界取得自然资源，以及对原材料



                                     
                           

矿产品、农产品)进行加工、再加工的过程。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  

    地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

经济自主、政治独立、国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工业的分布  

    (1)沿铁路线，江河和沿海分布  

    (2)工业基地：沪宁杭(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辽中南(最大的重工

业基地)，京津唐(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珠江三角洲(以轻工业为

主的工业基地)  

    高新技术产业是以电子和信息类产业为“龙头”的产业，产品的科技

含量很高。  

    (1)特点: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所占比重大;销售收入中,用于研究与

开发的费用比例大;产品更新换代快。  

    (2)分布：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多依附于大城市，呈现大分散，

小集中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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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气候多样、季风显著  

    1、南北气温的差异  

    ⑴冬季气温分布特点：冬季南北气温差异大，北寒南暖，而越往北气

温就越低。原因：主要受纬度影响，北方比南方获得的太阳热量少，气温

低;冬季风加剧了我国北方的严寒，而南方由于山岭的阻挡，受到的影响



                                     
                           

  

    一月 0℃等温线：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分布。  

    ⑵夏季气温分布特点：在夏季，除青藏高原等地区外，全国普遍高温，

大多数地方南北相差不大。原因：主要受纬度影响，南北获得的太阳热量

差不多。  

    ⑶我国冬季最冷的地方：黑龙江的漠河镇;夏季最热的地方：x 疆的

吐鲁番。  

    ⑷我国温度带的划分：①依据：A、农业生产的实际;B、将≥10℃持

续期内的日平均气温累加起来，得到的气温总和，称为活动积温，它是划

分温度带的主要指针。②五个温度带和一个高原气候区。(P33 中的图)  

    温度带 寒温带 中温带 暖温带 亚热带 热带 高原气候区  

    作物熟制 一年一熟 一年一熟 两年三熟到一年两熟 一年两熟到三

熟 一年三熟 一个一熟  

    2、东西干湿的差异  

    ⑴年降水量分布的总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⑵我国降水最多地方是台湾省的火烧寮;最少地方是 x 疆吐鲁番盆地

中的托克逊。  

    ⑶根据降水量与蒸发量的对比关系，可划分为四类干湿地区类型。

(P36 中的图 2、17)  

    地 区 湿润地区 半湿润地区 半干旱地区 干旱地区  



                                      
                           

    干湿状况 降水量>蒸发量 降水量>蒸发量 降水量八年级地理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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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势和地形  

    1、地势呈阶梯状分布  

    ⑴地势特点：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西部多为山地、高原和盆地，

东部则以平原和丘陵为主。  

    ⑵三级阶梯概况  

    阶梯名称 海拔高度 主要地形类型 主要地形区  

    第一级阶梯 4000 米以上 高原 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  

    界线：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脉东缘  

    第二级阶梯 1010~20XX 米 高原、盆地 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黄

土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界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第三级阶梯 500 米以下 丘陵、山地、平原、盆地相间分布 东南丘

陵、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⑶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对我国气候、河流、交通产生的影

响：①对气候的影响：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向海洋倾斜，有利于海上的湿润

气流向我国内陆推进，为我国广大地区带来了丰沛的降水。②对河流的影

响：西高东低的地势，造成我国的大江大河自西向东奔入海洋;河流从高

一级阶梯向低一级阶梯流动时，落差大，产生巨大的水能。③对交通的影



                                      
                           

响：向东流淌的大河沟通了我国东西的交通，方便了沿海和内陆的联系，

但阶梯交界处的高大山脉成为我国东西交通上的巨大障碍。  

    2、地形复杂多样(P24 中的图)  

    ⑴四大高原的特点： 青藏高原：世界屋脊，冰川广布、雪山连绵。  

    黄土高原：世界上面积最广的黄土分布区，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表崎岖不平。  

    内蒙古高原：我国第二大高原，地面坦荡、一望无垠。  

    ⑵三大平原特点：  

    东北平原：我国面积最大的平原，地势坦荡，黑土广布。  

    华北平原：我国最完整的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我国最低平的平原，河湖密布，著名的“鱼米之乡”。  

    ⑶四大盆地特点：  

    塔里木盆地：我国面积最大盆地，有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

漠和我国最大内流河——塔里木河。 准噶尔盆地：我国面积第二大盆地，

相对湿润。  

    柴达木盆地：我国地势最高的盆地，有“聚宝盆”之称。  

    四川盆地：也称“紫色盆地”，西部有面积较大的成都平原，农业发

达，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⑷主要山脉(P26 中的图)  

    ①东西走向的三列：北列：天山——阴山;中列：昆仑山——秦岭;



                                      
                           

南列：南岭。  

    ②东北——西南走向的三列：西列：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

—雪峰山;中列：长白山——武夷山;东列：台湾山脉。  

    ③西北——东南走向的三列：北列：阿尔泰山;中列：祁连山;南列：

巴颜喀拉山。  

    ④南北走向的三列：北列:贺兰山;中列：六盘山;南列：横断山区。  

    ⑤弧形走向：喜马拉雅山脉，其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 米，是世

界第一高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  

    ⑥中国五岳：东岳泰山(山东)，西岳华山(陕西)，南岳衡山(湖南)，

北岳恒山(河北)，中岳嵩山(河南)。  

    ⑸主要丘陵：自北向南依次是辽东丘陵、山东丘陵、东南丘陵。  

    3、山区面积广大  

    ⑴山区：包括山地、崎岖的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2/3。  

    ⑵山区的开发利用：  

    有利条件：山区在发展旅游、采矿和农业多种经营等方面优势较大，

森林、矿产、生物资源、山区水能丰富。  

    不利条件：地形崎岖，交通不便，易发生自然灾害：崩塌、滑坡、泥

石流。开发利用山区时要特别注意生态环境建设，预防和避免山地灾害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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