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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球地图

（一）地图——等高线与河流

（二）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自转——时间计算；
                     关注零时线与国际日期变更线

         公转——昼夜长短
   （二分二至日——太阳直射点——日出、日落；
昼长、夜长——昼夜长短变化）

                     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及应用



2010年8月14日世界第一届“青年奥运会”在新加坡举
行。图7为青奥会举办地附近区域图，其中图中M点为晨

线与赤道的交点。
读图完成10～11题。

10．若α=23.5°，则此日
A．春分日 B．夏至日 C．秋分日 D．冬至日
11．关于图示区域说法不正确的是
A．河流短促,水能资源丰富　　  
B．位于板块交界处,多火山地震
C．受赤道低压影响，多狂风暴雨
D．农业以热带种植园农业和水稻种植业为主

B

C



例二：航天航空相关考点。
  （2011汕头模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最早建
成的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始建于1958年，海拔
1000米，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位于甘肃省酒

泉市以北，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境内。由于地
处荒凉，最接近的城市经已是甘肃省的酒泉市，因而
为名。

(4)简述我国在酒泉建设卫星发射中心的环境条件。(8

分)

(4)该地区属内陆及沙漠性气候，地势平坦，人烟稀
少，全年少雨，能见度好，环境条件很适合卫星发
射。(8分)



二、自然地理
（一）、大气——结合“等压线图”
（1）天气：

   高压（反气旋）——晴朗
   低压（气旋）、冷锋、暖锋、准静止锋——阴雨
     

    △雾、霾、梅雨、春旱、伏旱等天气的形成。

   △准静止锋、高压、低压、台风等天气系统的分析。 

 （2）气候：

   影响因素：

       纬度、大气环流、海陆位置、地形、洋流；人类活动

   分布规律；气候特征；

   特殊区域（非地带性）；

   气候对农业的影响（有利与不利）
  



思路整理：

△ 太阳能影响因素及分析

△ 气温（等温线）影响因素及分布规律；

       注意：日较差，年较差大小比较

△降水形成条件（比较雨、雪、冰雹、雾、露、霜、

冻雨等）



太阳能影响因素

纬度：较低纬度>较高纬度

地形：高山高原>盆地

天气状况：晴天>阴天



4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有关问题。(30分)

材料一  

世界两区域图

材料二  甲国某一物流公司已获乙国政府授权，取得了乙国130万公顷可耕地的使用权，租期
为99年。据悉，甲国公司将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并将粮食船运回国。

（1）据图分析，一月甲国所在半岛北部m山地和南部n地的温差为                度。（2分）

20°C 



（2）分析甲半岛与乙岛共同的地形特征。（4分）

（3）简述乙国东部气候类型及成因（6分）

（2）山地面积大，地势东高西低。（4分） 

     （3）气候类型：热带雨林气候。

成因：纬度低，东南信风来自海洋，中部山地

的抬升作用，降水多；（东南信风的迎风坡）

沿岸有暖流经过，增温增湿。（6分）



（4）与七月份相比，一月份m、n两地的温差较大，请分析两地一月份温差较
大的原因。（8分）

（5）分析甲国在乙国租地发展农业的主要原因及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 （10

分）

（4）1月，太阳直射南半球（2分），m 地比n 地正午
太阳高度低（2分）、昼长时间短（2分），获得太阳
辐射少。冬季风对m地影响大（2分）。

（5）甲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量大（2分）；

甲国有资金和技术优势（2分）；乙国水热条件好（2分），

农业较落后，土地租金低（2分）；两国均临海，可以利用

廉价的海运来运输粮食（2分）。水土流失（2分）



。 

    

  例：云贵高原温差（年较差小）

       ——气候特点（四季如春）——天气系统（准静止锋）
——天气（阴雨）——农业（花卉与烟草）——云南东
川（有色金属工业）等



10. 资料一、二、三是昆明和贵阳的气候资料，据此回答

下列问题。
【资料一】四季分配示意图【资料二】气温年较差、日较差比较表

（1）根据资料一，概括昆明、贵阳四季分配的特点。

 （1）昆明全年无夏，春秋相连（或四季如春）；贵阳四季分明。

（2）根据资料二，比较昆明和贵阳气温年较差、日较差的不同点

及其原因。

（2）年较差：昆明小于贵阳，原因昆明海拔高夏季气温不高，纬

度低且海拔高，不受冬季风影响，冬季气温较高，贵阳夏季气温较
高，冬季气温低

日较差：昆明大于贵阳，因为昆明晴天多；贵阳冬季多阴雨天气



41．(30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4)结合材料三, 比较北京与
昆明两地气温年较差大小                  

，并简述其差异原因              
。（6分）

(5)去冬今春，受拉尼娜现象
的影响，我国的西南地区出
现了冰冻天气（冷冬）。此
次冰冻天气的水汽主要来自       

洋，冷空气主要来自         高
压。形成冰冻天气的天气系
统是               。(6分)

  （4）昆明气温年较差小于北京。（2分）昆明的纬度较北京低；
昆明位云贵高原，而北京位于华北平原。（4分）
（5）印度（2分）     亚洲（蒙古-西伯利亚）（2分）  冷锋(准静
止锋)（2分）



（二）、水圈

（1）河流——水文和水系特征
          （补给形式；水能及航运价值分析）

（2）洋流——关注北印度洋海区；
                  对沿岸气候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

（3）水循环与水资源

       例：华北缺水分析



     思路整理：

河流：

1）水系特征：如：判断流向——观察地形地势
2）水文特征

（联系气候；从水位、径流量、汛期、含沙量、有
无结冰期、有无凌汛、水能等分析）

水循环环节：（结合材料）

   城市化过程中带来变化

   



（三）、岩石圈

（1）板块构造学说（生长与消亡边界）

（2）地壳运动——地质构造（背斜与向斜）与地
貌——意义
（3）外力作用与地貌（典例）

    干旱、半干旱地区——风力侵蚀与风力沉积；
    湿润、半湿润地区——流水侵蚀与流水沉积；
    高纬度、高山地区——冰川作用。。。



    

    描述地形特征的思路：

    

    1）地势高低起伏；

    2）主要地形类型；

    3）突出特点

    分析山脉成因思路：

       结合板块运动



（四）自然地理环境
（1）整体性（因素）
    描述一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思路：
                      以西北为例；
（2）差异性（分异规律）
      非地带性（联系气候分布）

  

   联系热点，结合自然灾害与自然资源
      灾害（地质与气象灾害）
      资源（能源）——问题——安全
        
       



三、人文地理

（一）、农业：区位因素（典例、区位分析）与地域类型

（二）、工业

（三）、城市与环境

      1、形成：区位分析（典例）

      2、分布特点：

      3、功能分区（经济——地租高低）
            与地域形态（地形、河流、交通干线影响）

       4、发展——城市化：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城郊农业（市场需求量）；

                           问题及解决措施。

  



城市分布规律：

冲积平原：沿江、沿海

便利的交通是（铁路线、公路线）是城市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沿交通线分布是城市分布
的共同特点，但由于条件的差异，各地城市分布
又有一定的差异。

高原、高山地区：河谷

热带地区：内陆高原

干旱地区：绿洲



材料二   喀什所在地区简图和深圳所在地区简图。

（2）据图说明喀什、深圳所在地区城市分布特点的异
同。（6分）

（2）共同点：多沿铁路线分布（2分）
不同点：甲地区城市多分布在山麓和绿洲上（2分）；
乙地区城市多分布在河流沿岸及沿海。（2分）

（2011年模拟题）



城镇数量猛增

城市用地规模
扩大

城市人口
比重提高

 工业化

进程加快

 城市化

进程加快

阅读材料：

①其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尤为密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

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②随着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化在城

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减弱，第三产业作用日益突出。

③但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

  ——社会经济发展（如：工业
化、资源开发、交通、第三产
业的发展等）。

思考：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1）原因：
           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

           城市人口迅猛增长，
           工业大量集中。

  （2）问题（“城市病”）：
            环境污染严重;

            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较差;

            绿地面积少；
            就业困难;

            失业人口增多等。



（四）、交通

      1、选“线”——平、直
      2、选“点”——港口（水深、避风）
      热点：地铁、高铁

（五）、人口

    1、“三率”关系
        联系第六次人口普查：老龄化问题

    2、迁移——经济因素
    3、人口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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