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地球

第一节地球的宇宙环境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不同星体：我们看到的星星，大多都是恒星。太阳就是一颗恒星。太阳吸引着行星、小行

星、彗星等围绕它运行，组成太阳系。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小部分。

2.八大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3.在太阳系中，与金星、火星等其他行星相比，地球距离太阳不远不近，自身体积和质量不

大不小，容易形成适合生命存在的温度大气和水等条件。

4.1957 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探索的新纪元。

5.太空探索的意义：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新资源的开发，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起源与

演化，探索生命的起源，并认识宇宙环境对地球的影响。

第二节地球和地球仪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1）形状：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球体。

（2）大小：平均半径 6371 千米，最大周长约 4 万千米，表面积约 5.1 亿平方千米

2.地球的模型——地球仪

（1）含义：仿照地球的形状，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缩小的模型。

（2）意义：可以方便我们知道地球的面貌，了解地球表面各种地理事物的分布。

3.纬线和经线

（1）纬线：与地轴垂直并且环绕地球一周的圆圈。

（2）经线：连接南北两极并且与纬线垂直相交的半圆。

（3）地轴：假想的地球自转轴。

（4）两极：地轴与地球表面的交点。

（5）经、纬线的特点：

（6）特殊的经、纬线

①特殊纬线

赤道——是最长的纬线，既是纬度的起始点，以北为北纬用字母 N 表示；赤道以南为南纬

用字母 S 表示，也是南北半球的划分界线。

30°纬线——是低纬度与中纬度的分界线

60°纬线是中低纬度与高纬度的分界线

②特殊经线

0°经线——也叫本初子午线，是经度的起始点，以东为东经用字母 E 表示，以西为西经用字

母 W 表示，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旧址。

180°经线——大致与“国际日期变更线”一致

20°W——以东是东半球，以西是西半球

160°E——以东是西半球，以西是东半球



（7）南北半球的分界线：赤道（0°纬线）；东西半球的分界线：20°W、160°E。

4.经纬网定位

（1）如果两点在同一条经线上，就是在正南或正北，如果两点都在同一条纬线上，就是在

正东或正西。

（2）如原两点中一点在东经，一点在西经，若两者之和大于 180 则东在西，西在东。

（3）极地经纬网判断方向：

①先判断南北极

②画出自转方向（北逆南顺）

③顺着自转方向，增加一侧为东经，减小一侧为西经。

（4）站在北极点其他方向都是南，站在南极点其他方向都是北。

第三节地球的运动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地球的自转

（1）含义：地球绕着地轴不停地旋转。

（2）方向：自西向东。

（3）周期：一天（约为 24 小时）。

（4）产生的现象：昼夜更替、地方时差。

2.地球的公转

（1）含义：地球围绕太阳不停地旋转。

（2）方向：自西向东。

（3）周期：一年（约为 365 天）。

（4）产生的现象：

①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

②同一地点，太阳高度角的变化；



③同一地点，昼夜长短的变化；

④同一地点，不同季节太阳光热不同，即春夏秋冬四季的形成。

（5）二分二至：春分日（3 月 21 日前后）、夏至日（6 月 22 日前后）、秋分日（9 月 23 日

前后）、冬至日（12 月 22 日前后）

（6）四季的划分（以北半球为例，南半球相反）

3、4、5 三个月是春季；6、7、8 三个月是夏季；

9、10、11 三个月是秋季；12、1、2 三个月是冬季。

3.地球的五带

第二章地图

第一节地图的阅读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地图三要素

（1）图例：是地图上表示地理事物的符号

（2）比例尺

①比例尺=图上距离÷实地距离

②三种表示形式：数字式、文字式、线段式

③比例尺大小：数字比例尺是厘米（比较大小的时候都转换成数字比例尺）



（3）方向

①根据经纬网确定方向

②利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方向

③利用指向标确定方向

2.从地图上获取信息

（1）地图常见种类：导游图、交通图、政区图

（2）比例尺大小与地图范围、详略的对应关系：图幅相同时，比例尺越大，范围越小，表

示的内容越详细；比例尺越小，范围越大，表示的内容越简略（“大小详，小大略”）。

第二节地形图的判读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等高线地形图

（1）海拔：地面某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

（2）相对高度：某点高出另一点的垂直距离。

（3）等高线：海拔相同的各点连接成线。

（4）陡坡、缓坡：等高线密集，坡陡，等高线稀疏，坡缓。

（5）等高距：同一幅图，等高距相同。

（6）根据等高线形状判断地形类型：山顶、山脊、山谷、鞍部、陡崖。



（7）应用

①缓坡修梯田

②陡崖适合攀岩，形成瀑布和挑战极限

③修路缓坡，沿着等高线方向，减小工程量

④野营在山脊或者鞍部搭帐篷

⑤山谷容易发育河流适合漂流

2.分层设色地形（用于判断某地地形类型）

五种土地类型：

①平原：海拔低于 200 米用绿色表示

②丘陵：海拔在 200-500 米

③高原：海拔高于 500 米，内部起伏和缓。

④海拔高于 500 米，顶部起伏大。

⑤盆地：四周高，中间低。

3.地形剖面图

直观的表示地面上沿着某一方向地势的起伏。

第三节地图的选择与应用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根据使用目的，正确地选择地图

使用目的 地图类型

了解一个地区的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图

了解一个地区的河流、湖泊分布状况 河流湖泊分布图

外出旅行，确定行程 交通图

了解国际时事，确定事件发生地点 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图

2.根据需要选择比例尺合适的地图：相同图幅的地图，比例尺越大，表示的范围越小、内容

越详细；比例尺越小，表示的范围越大、内容越概略。

3.随着计算机、智能手机及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极

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查找站点、景点、店铺位置等信息；实现实时路线规划和导航。

4.数字地图在城市管理、资源调查、灾害监测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第三章陆地和海洋

第一节大洲和大洋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海陆分布

（1）面积比例：陆地占 29%，海洋占 71%，七分海三分陆。

（2）特点：海陆分布不均匀，陆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北极周围却是海洋，海洋主要集中

在南半球南极周围却是陆地。任何大小相等的半球都是海洋面积大于陆地面积。

2.七大洲和四大洋

（1）六块大陆：亚欧大陆、非洲大陆、南极大陆、澳大利亚大陆、北美大陆、南美大陆。

（2）七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南极洲、欧洲、大洋洲。

（3）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4）大洲分界线

亚、欧：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黑海→土耳其海峡（沟通黑海和地

中海）。

亚、非：苏伊士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

南、北美：巴拿马运河（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亚、北美：白令海峡。

（5）亚洲是最大的洲；欧洲是最小的洲；南极洲是跨经度最广的大洲；太平洋是最大的洋；

北冰洋是最小的洋，也是跨经度最广的大洋。

（6）海洋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自古以来，海洋就给人

类提供鱼盐之利、舟楫之便。

第二节世界的地形



【知识归纳】

【知识点】

1.山高与海深：世界最高点珠穆朗玛峰，海洋最深点马里亚纳海沟，山高与海深相差悬殊。

2.世界主要地形区

地形类型 地形区名称 大致位置

喜马拉雅山脉 亚洲中南部

阿尔卑斯山脉 欧洲南部

落基山脉 北美洲西部

山脉

安第斯山脉 南美洲西部

巴西高原 南美洲中部高原

青藏高原（“世界屋脊”） 亚洲中南部，我国西南部

亚马孙平原 南美洲北部的赤道附近平原

东欧平原 欧洲东部

盆地 刚果盆地 非洲西部的赤道附近

3.地形差异：非洲的地形比较单一，以高原为主；亚洲的地形比较复杂，以高原、山地为主。

4.主要海底地形

地形类型 定义

大陆架 大陆向海洋的自然延伸

大陆坡 大陆架外缘的巨大陡坡

海沟 大洋底部最深的地方

洋盆 宽广而又相对平坦的大洋底部

洋中脊 分布在大洋中部的海底山脉

5.海底地形分布：从海岸到大洋中部，海底地形大致可分为大陆架、大陆坡、海沟、洋盆和

洋中脊等主要类型，其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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