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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大纲

（高中部分）

（修订本）

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一门

学科、这门学科阐明了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的分布规律、世界和中国各地

区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地理学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地理课是高中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学生学好地理课，可为进一步学

习文化科学知识，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必要的基础。



一、教学目的和任务

（一）教学目的

高中地理的教学目的，是在初中地理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获得比较

系统的地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积极发展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和智

力，培养他们学习地理的兴趣、爱好和独立吸取地理新知识的能力。

高中地理教学应使学生进一步受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有关的国情、国策教育，还要对学

生进行科学的资源观、人口观和环境观的教育。

（二）教学任务

高中地理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比较系统地获得有关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理环境，以及有关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了解不

同地区应如何合理利用自然和保护环境，协调好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学会

运用地理数据、地理事实材料、图表、地图去阐述问题和分析问题。



二、教学内容及其安排

（一）确定教学内容的原则

1．正确阐明人地关系

地理教学的内容是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

系。对社会发展起决定影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但是，地理环境可

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地理环境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了

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人类在其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又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环

境。环境的改变，反过来又对人类发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阐明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人类发展与环境对立统一的关系。

2．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

地理教学内容要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从我国

实际情况出发，以先进的地理科学知识，我国和世界的地理状况，以及发

展变化的观点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开拓进

取精神的社会主义公民。

3．根据教学计划对地理学科的要求和安排，以及地理学科的性质、

特点，学生的年龄特征，精选教材内容

地理教学的内容，应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选择经过长期

教学实践证明有用的传统地理知识，并吸收学生所能接受的、地理学科的

先进科学知识。但是，要注意高中学生的年龄特征，教材的广度和深度要

适当。

（二）教学内容的安排

高中地理教学内容的安排，要符合高中教学计划的要求，注意地理知

识本身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从感性到理性，循序渐

进，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并且要照顾到同初中地理的衔接，以及同其他

学科的配合。

1．高一必修课以系统地理知识为基本内容，以人地关系为线索，按

照地理环境结构、人类在利用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的顺序安排。

高一地理必修课，先学地球的宇宙环境，然后学构成地理环境的大气

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再学与当前环境问题关系密切的资源、能源、

农业、工业、人口和城市，以人类与环境作为最后教学的总结。这样，使

学生了解和认识地理环境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人类应如何合理利用环境和

保护环境，趋利避害，使地理环境向着更有利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方向发

展。从而有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综合的人地关系的概念。

2．高三地理选修课是在初中区域地理和高一系统地理的基础上，着

重讲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地区差异，以及世界一些国家的地理。

中国地理的分区和世界国家地理的顺序，均按地理方位排列，这有利



于学生形成空间分布的观念。

中国地理的分区原则，一般是把位置相邻、自然条件相近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分别组合，以便阐明其共性和区域特征。区域的排列顺序，是

从季风区到非季风区，从沿海到内陆，以便阐明全国自然条件分布的一般

规律。

世界上的国家很多，由于课时有限，教材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选

择国家时主要考虑：（l）在地理疆域和地理环境方面有显著特点的；（2）

在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3）在较长时期内对国际形势有

显著影响的。



三、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地理知识教育、智力和能力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

者的统一

地理知识教育、智力发展和能力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者是统一的。

地理知识教育是发展学生智力和培养能力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应寓于知

识教育之中。在教学中，要根据地理学科的特点，注意培养学生的地理思

维能力，即具有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观

念，以及综合认识和分析地理问题与区域特征的能力。

（二）注意地理科学的新成果和国内外的形势发展

由于地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

化很快，因此教师要注意地理科学方面的新成果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

化，对大纲、教材落后于科学发展和形势发展的地方，可作必要的补充和

说明，但不要离开教学的主题和脱离学生的接受能力。

（三）注意地理学综合性与区域性的特点

综合性和区域性是地理学的两大特点。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总是与

组成地理环境的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密切相关的；区域地理

的特征，总是同这个地区的位置以及自然、经济、历史等条件密切联系着

的。教学区域地理，必须注意用综合方法，抓住区域地理的特征，以及形

成这些特征的主要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注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讲求教学效益

1．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加强基础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指导学生掌握自学方法，独立获得

新知识和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

2．指导学生经常运用地图。地图是地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经

常运用地图不仅能帮助学生形成空间观念，理解和巩固学过的地理知识，

而且能使学生独立获取新的地理知识。教师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学

生阅读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地图，作填绘地图的练习，初步学会运用地图解

释和分析地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3．加强直观教学。地理的直观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增加感性认识，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地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教学时在注意语言准确、生

动、形象的同时，还应该尽可能利用图片、模型、标本等直观教具，运用

幻灯、电影、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加强地理教学的直观性。

（五）积极开展地理课外活动

为了加强地理教学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扩大学生的地理知识领域，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地理

课外活动。开展地理课外活动，可根据条件和学生的爱好，以及高中学生



的特点，组织他们阅读地理课外读物，观看地理影片、地理电视节目，参

观天文馆、气象台、自然博物馆、经济建设成就展览、民族风俗展览等，

举行地理晚会或专题讨论会，开展地理知识竞赛活动，进行天象观察、气

象观测、地震测报、环境监测、野外观察、地理调查等活动。

组织与地理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全班学生都应参加的野外观察、地

理调查或参观活动，由教师制订计划，学校统一安排，每学年应不少于一

次。

（六）其他注意事项

1．对大纲中所拟定的各年级课题的顺序，教材的编者和教师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和作某些变动。各课题的授课时数，由教师自行安

排。

2．大纲中标出有“*”号的内容，是供教师选授和学生自学的，不作

为考试要求。



四、教学内容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高中一年级

高中地理必修课（96 课时）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地球的宇宙环境以及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的结构和特

征，掌握自然界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生态平衡的基本原理。

2．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资源、能源、农业、工业、人口、城市等

方面的地理基本知识，掌握生产布局和城市规划的一些基本原理。

3．使学生认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以及

协调人类发展同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意义和基本途径。

4．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

地理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综合分析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问题的能力。

5．使学生掌握一些观察、实习、调查、运用图表和数据分析地理问

题的技能和能力。

6．结合有关内容，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全球观念，以及有关

的国情国策教育，使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资源观、人口观和环境观，以及

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雄心壮志。

（一）地球在宇宙中

教学内容要点

1．天体和天体系统天体。

*天球。恒星。星云。星座。

天体系统：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总星系。

2．太阳和太阳系

太阳概况。太阳的外部结构：光球，色球，日冕。太阳活动：黑子，

耀斑，太阳风。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对电离层的干扰，磁暴，极光。

太阳能量的来源。

太阳系的成员。九大行星的运动特征——共面性，同向性，近圆性；

九大行星的结构特征——类地行星，巨行星，远日行星。地球上具有存在



生命物质的条件。

*3．月球和地月系

月球概况。地月系。月相。月球对地球的意义——夜晚的自然照明，

农历月份的安排，潮汐的形成，人类的登月活动。

4．地球的运动

地球的自转：自转方向和自转周期；自转速度——角速度和线速度；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昼夜更替，不同经度的时差，物体水平运动的方

向产生偏向，对地球形状的影响。

地球的公转：公转的轨道和周期；黄赤交角及其影响；地球公转的地

理意义——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四季更替。

基本训练要求

1．进行天象观察，学会在夜空中辨认几个常见的恒星（北极星、牛

郎星、织女星）、星座（大熊座、小熊座、仙后座）及银河。

2．运用太阳系模式图，说明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和九大行星的运

动特征。

3．能够画出 6月 22 日和 12 月 22 日太阳照射地球的示意图，并能用

所画示意图说明地球上不同纬度地带的太阳高度角和昼夜长短状况。

4．学会使用地球仪正确地演示地球自转和公转现象，并能解释昼夜

交替和四季变化的形成。

（二）地球上的大气

教学内容要点

地球是由不同圈层组成的球体。大气圈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1．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

大气的组成：干洁空气，水汽，固体杂质。

大气的垂直分层：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暖层（电离层），散逸

层。

2．大气的热状况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的能量源泉：太阳辐射，太阳辐射强度。

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大气的选择吸收作用，大气的反射作

用，大气的散射作用，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地面辐射，大气的温室作用。

气温的日变比和年变化：地面是大气的主要的直接热源，气温的日变

比和年变化。

气温的水平分布，从南北半球 1月和 7月等温线图上，分析世界气温

水平分布的一般规律。

3．大气的运动

冷热不均引起的大气运动。

大气的水平运动：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摩擦力对风向的影

响。

气旋与反气旋：气旋的形成及其天气，反气旋的形成及其天气。

气压带、风带的分布及其季节变化。

海陆分布对大气环流的影响：1月和 7月全球高、低气压中心及其季

节变化，季风环流。

4．大气的降水

水汽的凝结。降水的形成。降水的类型：对流雨、地形雨、锋面雨、

台风雨。世界降水的分布。

5．天气与气候

气团及其分类：气团，气团的移动，气团的分类。

锋面与天气：锋的形成，冷锋与天气，暖锋与天气，准静止锋与天气。

形成气候的因素：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状况。

世界气候类型及其成因。

人类活动与气候：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用大气的垂直分层图，说明大气垂直分层的结构和气温垂直

变化以及对流层、平流层的主要特征。

2．学会用等温线分布图，分析气温分布的规律；运用等压线分布图，



分析大气水平运动的规律。

3．学会用北半球三圈环流示意图，说明北半球气压带、风带的形成。

4．查阅当地的主要气象资料（年平均气温、各月平均气温、极端最

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年平均降水量、各月平均降水量、最大年降水量

和最小年降水量），并能综合分析这些资料，说明当地气候的主要特征。

（三）地球上的水

教学内容要点

地球上的水体和水圈。

1．水循环和水量平衡

自然界的水循环：海陆间循环、内陆循环、海上内循环，水循环的意

义。

水量平衡：海洋和陆地的水量平衡。

2．海洋水

海水的盐度，气候和洋流对海水盐度分布的影响；海水的温度，太阳

辐射和寒暖流对海水温度分布的影响。

洋流及其形成原因：风海流、*密度流、*补偿流。洋流的分布。洋流

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对全球热能输送和交换的影响，对海洋生物分布的影

响，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对航海事业的影响。

3．陆地水

河流的补给：降水、冰雪融水、湖泊水、地下水。河流径流的变化：

季节变化、年际变化。

冰川是陆地上数量很大的水体。冰川的类型和分布：大陆冰川、山岳

冰川。

地下水的来源，含水层和隔水层，潜水，承压水。

4．水资源的利用

水资源的概念。水资源的分布和利用前景。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用水循环示意图，说明自然界水循环的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

组成。

2．学会用世界洋流模式图和世界洋流分布图，解释世界洋流分布的

基本规律。

3．学会用海洋表面平均盐度和温度按纬度分布的曲线图，说明海洋

表面平均盐度随纬度的变化与海洋表面温度的关系。

4．调查学校所在地附近的河流径流量或井水水位的季节性变化情

况，并能说明其变化的原因。

（四）地壳和地壳的变动

教学内容要点

1．地球的内部圈层

根据地震波划分地球的内部圈层。地壳，地幔，地核。

2．地壳的结构和物质组成

地壳的结构：地壳中的化学元素。地壳的厚度和分层结构。

地壳中的矿物，矿物的概念。*几种常见矿物。

岩石、矿产和矿床的概念。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

地壳物质的循环。

3．地壳运动

地壳的变化和地质作用：地质作用的概念。地壳在内力作用和外力作

用下发展变化。

地壳的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

地质构造：褶皱，背斜和向斜。断层。

4．全球构造理论——板块构造学说

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与更新，板块构造学说的主要内容。

5．地球内能的释放——地热、火山、地震

地球是个巨大的热库，地热资源及其分布，地热能的利用。

火山：火山的构造，火山按其活动情况的分类，火山喷发物。



地震：地震的发生，震级和烈度，地震的分布规律和预测。

6．外力作用与地表形态的变化

风化作用，侵蚀作用，搬运作用，沉积作用和固结成岩作用。

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

7．地壳的演化

地层和化石。

地壳的演化史：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基本训练要求

*1．观察矿物和岩石标本，学会识别常见矿物（要求五种以上）和三

大类岩石。

2．组织学生进行野外地形观察，学会辨认当地主要地形类型，并能

说明其特征。有条件的地区，还可进行水文和地质观测，说明其特征。

3．学会用地壳物质循环简略图式，说明地壳物质循环运动的过程。

4．学会用地球表层六大板块分布示意图，解释海沟、岛弧、世界大

山系和火山、地震的分布规律。

5．学会阅读地质年代表，记住各代、*纪的名称和序列。

（五）地球上的生物圈和自然带

教学内容要点

1．生物与地理环境

生物圈的意义：生物圈的概念、范围，生物在地理环境形成中的作用。

植物的分布与环境。

2．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

生态系统的概念。生态系统的组成：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

物物质。食物链。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生态平衡。

*3．土壤



土壤的特性和重要性。土壤的组成。土壤的形成。主要的土壤类型及

其分布。

4．自然带

地理环境的组成，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

陆地上的自然带。自然带的分布规律：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垂

直地带性，非地带性。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用生态系统的组成、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生态系统的物质

循环示意图，分析生态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2．学会用自然带的分布规律，解释世界某一地区的自然特征。

（六）自然资源和资源保护

教学内容要点

1．自然资源概述

自然资源及其分类：自然资源的概念，可再生资源（可更新资源）和

不可再生资源（或不可更新资源）。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形成和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不均衡性；许

多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其生

产潜力却可不断扩大和提高。

人类与自然资源。

2．土地资源及其利用保护

士地的概念。土地利用类型。

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上地辽阔，类型多样；山地多、平原少；

农业用地绝对数量较多，人均占有数量较少；各类土地资源分布不平衡，

土地生产力地区差异显著。

合理利用及保护土地资源。

3．生物资源及其利用保护



森林与环境。世界的森林资源。我国森林资源的特点：宜林地广，树

种丰富；森林覆盖率低，木材蓄积量少；森林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森林

资源破坏严重。保护森林，绿化祖国。

草场资源及其利用保护。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水产资源。建立自然保护区。

4．矿产资源及其利用

矿产资源的概念，矿产资源的特点。

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矿产资源的特点：地质条件复杂，矿产资源丰富；某些重要矿产

资源贫矿多，富矿少；矿产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

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基本训练要求

1．熟悉我国土地资源分布示意图上各种土地类型的符号，以及我国

耕地、森林、草原、荒漠等主要土地类型的分布状况。

2．学会用我国与部分国家森林覆盖率的比较表，说明我国森林资源

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七）能源和能源利用

教学内容要点

1．能源概述

能源及其分类。按自然界能源的形成和来源可分为：来自太阳辐射的

能量；地球内部的能量；由月球、太阳对地球的引力而形成的潮汐能。按

利用能源的时间可分为：常规能源和新能源。

能源的转换和传递，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

利用能源的重要性。

2．常规能源

煤作为能源的特点。煤的分布。

石油、天然气作为能源的特点。石油资源的分布。

水能的特点。水能的分布和利用。

生物能的利用。



3．新能源

核能有巨大的能量，核能是具有发展前途的重要能源。太阳能的利

用。沼气。*风能。

4．能源问题和能源利用的前景

世界的能源消费构成。我国的能源消费构成。

能源生产和消费在地区上不平衡。

能源问题：世界能源问题；我国能源开发的现状和前景。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用统计图表法，表明世界和我国能源消费构成的变化及其发

展趋势。

2．学会查阅和运用报刊资料，综合评述有关当前世界的能源问题。

（八）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

教学内容要点

1．农业概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部门。

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密切结合的物

质生产过程；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季节性和周期性。

自然条件（气候、水源、地形、土壤）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社会经济

条件（国家的政策和措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与分布、市场需要量）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农业技术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世界农业发展概况

*农业的历史发展。

世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国外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源消耗太多；自然资源和生态平

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严重。

3．世界的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



粮食生产的重要意义。

世界粮食生产和分布。*世界粮食消费概况。

世界粮食问题。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

4．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业发展的条件。建国以来我国农

业的成就：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改善；农业生产量大大增长；

农业生产布局有所改进。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发挥

地区优势。加强农业资源调查，做好农业区划工作。*我国的农业区划。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从世界主要农产品分布图上，分析农产品分布与自然条件的

关系。

2．学会利用世界主要小麦产区及输出方向图，说明世界小麦贸易情

况。

3．利用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粮食产量的数字，画出统计图，

表明其增长情况。

4．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述当地农业生

产的现状及前景。

（九）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

教学内容要点

1．工业概述

工业的概念。工业类别：重工业和轻工业。*三类产业的划分。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工业生产的主要特点：自然资源是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技术革

命对工业生产的影响。

2．影响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工业分布概念。影响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社会生产方式；自然条件；

经济因素（农业经济基础、原料来源、能源供应、消费市场需要、交通运



输条件等）；劳力与技术因素；环境因素。

因时、因地、因工业部门制宜，制订工业布局方案。

3．世界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

世界工业迅速发展。*世界南北经济的差距。

工业生产和布局的新趋向：在新的燃料、原料基地，出现新的工业中

心；大型现代化传统工业发展趋缓，新兴工业多以中小型为主；工业布局

由集中趋向分散。工业布局的新方式。

4．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

*旧中国工业生产和分布的特点。

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大成就：工业生产以旧中国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

发展；工业部门比较齐全；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

善。

调整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进行以开发能源为重点的工矿业和交通建

设；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速度与比例；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进

一步使工业布局合理化，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范围和发

展规划。

消除工业“三废”，搞好环境保护工作。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从影响工业布局的各种因素中，分析某一地区某种工业布局

的主导因素，并作出适当评价。

2．学会将世界某种主要工业产品（石油、煤、钢铁等）的分国统计

数字，绘成圆内扇形百分比图。

3．调查当地某种工业的原料来源、能源供给情况、产品市场所在、

劳力和技术条件，并加以评述。

（十）人口和城市

教学内容要点

1．人口的增长和分布

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口的增长；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人口政策。

人口的分布：世界人口的分布；我国人口的分布。影响人口分布的因



素。

2．人口的迁移

国际人口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人口迁移：从欧洲迁往美洲；

从非洲劫掠黑人到美洲；帝国主义招工开发东南亚（即“南洋”）和美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迁移：迁移人口的流向，外籍工人的分布。

国内人口迁移。城市化和开疆拓土。

我国的人口迁移：东部城市人口支援西部内地和边疆；农村人口由东

部稠密地区移向东北和西北。

3．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问题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化及其进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环境污染；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差；绿地面积少。

制订城市规划，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分散大城市职能，建设卫星城；

进行合理规划，加强对城市的管理。

4．我国城市的发展

建国以来城市发展的特点：城市化进展是个有计划逐步发展的过程；

大中城市增长快，小城市发展慢；城镇人口的地区分布有了一些合理的改

变，但仍不平衡。

我国城市建设的前景：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

建设小城镇。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阅读人口分布图，并能分析世界和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主

要原因。

2．学会用统计图表表示人口增长的方法。

3．调查学校所在城镇建国以来人口增长的情况，并说明其原因和前

景。

（十一）人类和环境

教学内容要点



1．环境和环境问题

地理环境的概念。人类生活、生产与环境。

环境问题的产生。

2．协调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

人类是通过发展与环境发生关系的。

协调人类发展与环境关系的主要途径：控制人口增长数量，提高人口

素质；搞好国土整治工作。

参加国际协作，保护世界环境。

基本训练要求

了解学校所在地区有无突出的环境问题，分析其原因，提出整治或保

护的设想。

高中三年级

高中地理选修课（100 课时）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了解我国在国土、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国情；了解

我国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和

能源等对生产发展提供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各地区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发展生产的情况，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

2．使学生学习运用有关资源、能源、农业、工业、人口、城市等方

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分析我国各地区的生产布局，了解各地区的社

会主义建设应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协凋好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

的关系。

3．使学生了解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地理的特征，人类

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扩大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国的

对外开放政策和外交政策，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4．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世界上一

些国家的具体地理事实材料，地理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对某些地理

事物进行初步分析的能力。

5．使学生学会运用地理事实材料和图表，综合分析区域特征和区域



差异，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中国地理

（1）我国的基本国情

教学内容要点

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源丰富

多样，但人均资源有限。自然和经济的地区差异显著。

（2）东北区

教学内容要点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在我国的东北部。

长冬、严寒的气候及其对自然环境和农林业生产的影响。充分利用热

量资源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课题。

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之一。丰富的土地资源，沼泽地的

开发。玉米、春小麦、大豆、甜菜等农作物及其分布。平原西部的流沙和

防护林带。兴安山地和长白山地是我国的著名林区。

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及其形成条件。丰富的资源和能源：石油、

煤、铁和水力资源及其分布。方便的海陆交通。以沈阳和哈尔滨为中心的

稠密的铁路网。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大连。主要工业部门及其分布。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习从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说明东北区长冬严寒、

夏短温暖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学习运用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说明辽宁南部、中部工业地区形

成的条件。

（3）黄河中下游区

教学内容要点

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大体

上属于黄河中下游区。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及其治理，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业。

华北平原的旱涝碱问题。我国重要的粮棉产区。

丰富的煤炭资源和石油资源及其分布。山西省正在建设成为我国重要



的能源基地。京津唐工业区。棉纺织工业布局的变化。以北京为起点的铁

路线及其他铁路干线。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首都北京。北方最大的综合

性工业城市和海港——天津。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习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分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及防

治措施。

2．阅读黄河中下游区的棉花产区和棉纺织工业分布图，说明本区棉

纺织工业布局的道理。

3．运用综合分析方法，说明京津唐工业区发展的优势和问题。

（4）长江中下游区

教学内容要点

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大体

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区。

四季分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梅雨、伏旱及其与农业生产

的关系。

我国富饶的“鱼米之乡”。地势低平、湖泊众多、水网密布的长江中

下游平原。我国重要的水稻、棉花、油菜籽产区。太湖平原是我国最大的

桑蚕基地。我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

丘陵山区的经济林木。红壤的利用和改造问题。

有色金属资源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工业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布局。以

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的形成条件、特点及其在全国的地位、武

汉工业区、鄂西工业区和湘中工业区。

水陆交通发达。长江干支流航线在全国内河航运中占重要地位。主要

铁路干线和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大中城市多沿江河分布。全国最大的城

市和海港——上海市。

基本训练要求

1．用长江三角洲形成示意图解释长江三角洲的形成；用梅雨雨带示

意图解释梅雨的形成及分布，学会用示意图解释地理事物的形成原因。

2．列表对比长江中下游区和黄河中下游区的气候特征、水文特点、

耕作制度、主要农产品和果木、资源和能源，以及城市分布特点，学习用

比较法分析区域差异。

3．学习运用工业布局原则，说明本区工业布局的变化，并从工业布



局的因素分析说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和武汉工业区发展的

条件。

（5）南部沿海区

教学内容要点

台湾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我国南部的滨海地区。南海诸岛。

高温多雨的气候，我国热量和水分最丰富的地区。我国台风登陆最多

的地区。丘陵、山地分布很广。桂林山水，河流水量丰富，落差大，富水

力。

全国重要的稻米、蔗糖、水果、桑蚕产地。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生产。

我国发展热带作物的重要基地。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和经济特区。南部最大城市

和海港——广州。

宝岛台湾。台湾海峡。澎湖列岛和钓鱼岛。台北、基隆和高雄。

香港、澳门地理概况。

基本训练要求

1．阅读珠江三角洲基塘生产连环图，学会用生态平衡的观点说明基

塘生产的特点。

2．用比较法，说明从东北三省、黄河中下游区、长江中下游区到南

部沿海区，热量和水分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要农作物和经济林木的地区差

异。

3．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等方面，说明本区经济特区开发的条件。

（6）西南区

教学内容要点

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我国的西南部。少数民族多，

分布地区广。

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的“紫色盆地”。“天府之国”，著名的都江堰

灌区。

云贵高原的喀斯特地形，路南石林。

昆明、贵阳冬季气候的差异及其原因。

横断山区山河相间，地势起伏很大，水能资源极为丰富。气候、植被

的垂直变化显著。川滇林区。滇南的热带风光和热带作物的发展。西双版



纳的密林和珍奇的野生动物。

工业的迅速发展。成渝工业区。攀枝花的多金属矿区和冶金工业基

地。黔西的六盘水煤矿。

酉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重庆。

交通面貌的巨大变化。主要的铁路干线。川江航运条件的改善。

基本训练要求

1．运用综合分析方法，说明该区地形对气候、河流、生产和交通的

影响。

2．分析攀枝花冶金工业基地发展的条件。

3．阅读横断山区森林垂直分布示意图，学会用示意图说明植被垂直

分布的特点。

（7）青藏区

教学内容要点

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上，藏族的主要分布地区。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形成。独特的高原气候及其对农牧业生产的

影响。高寒环境的代表性动植物。我国重要的高原牧区。多咸水湖和盐湖。

丰富的地热资源。柴达木盆地的资源与开发。富饶的水能资源及其开发。

雅鲁藏布江谷地和湟水谷地是青藏区的主要农业区。拉萨。兰青铁路和青

藏铁路。西藏的公路和民用航空线。

基本训练要求

通过分析青藏高原地势、地形特点对气候、农牧业生产和交通的影

响，培养学生认识一个地区地理环境形成中的主导因素的初步能力。

（8）西北内陆区

教学内容要点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位于我国北部内陆。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位于祖国的西北边疆。

高原、山脉和盆地分布广泛。我国气候最干旱的地区。大部分属非季

风区和内流区域。

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辽阔的草原牧场和山地牧场。著名的优良畜

种。人工培植牧草问题。灌溉农业和著名的灌溉农业区。新疆的绿洲农业。



人口集中分布在绿洲和灌溉区。沙漠化及其治理。

资源丰富，有待开发。石油、煤、铁、稀土金属资源的开发。钢铁工

业和纺织工业。

主要铁路线。西北地区最大的铁路交通中心——兰州。以乌鲁木齐为

中心的公路网和以乌鲁木齐为起点的航线。

基本训练要求

1．用表解和箭头表明从东北平原到塔里木盆地的气候、植被和农牧

业生产的逐步变化，学会用表解方式说明地理事物变化规律的方法。

2．读图分析说明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以及塔里木盆地

绿洲中发展农业的灌溉水源和灌溉方式的差异。

3．学会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说明本区生产发展的优势，以及在今

后经济发展中应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

世界部分国家地理

教学内容要点

（1）世界政治地图和主要国家

世界上的国家（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政治地图。当前世

界政治地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世界地理分区。

（2）日本

东亚多山的岛国。海岸线曲折，多港湾。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能源

和资源贫乏。人口稠密，耕地狭小。

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发展速度快，由加工贸易型向技术集约型

转化，主要工业部门和临海型的工业布局。资本的输出。农业集约化、机

械化程度高，世界主要稻米生产国之一。海洋渔业。首都东京。

（3）新加坡

位于新加坡岛上的“城市国家”。重要的交通位置。发展经济的条件

和特点。航运业和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业。旅游业。新兴工业。保护环境

和美化城市。

（4）印度



南亚面积最大的国家。世界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文明古国及

其文化景观。

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热带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耕作业和奶

牛业的发展。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

发展中的工业。德干高原东北部的重工业区及其形成条件。南部的新

兴工业区。首都新德里。

（5）沙特阿拉伯

西亚面积最大的国家。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石油和炼油

业。灌溉农业。

（6）埃及

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尼罗河与埃及的发展。阿斯旺水坝。

农业集中分布在尼罗河谷地及三角洲上。世界优质长绒棉的主要产区。沙

漠的改造。苏伊士运河、旅游业、劳务输出及石油对埃及经济的意义。首

都开罗。

（7）尼日利亚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尔河。热带经济作物：油棕、可可、橡胶。

石油对经济的影响。农业的“绿色革命”。首都阿布贾。

（8）英国

位置和领土组成。煤、铁和石油资源。

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以老工业部门为主的工业区及其

衰落。北海油田的开发。伦敦和伯明翰的汽车、航空、电子等工业。苏格

兰地区新兴的电子工业。农业不占重要地位。首都伦敦。英吉利海峡海底

隧道的修建。

（9）法国

位于欧洲大陆西部。洛林高原的铁矿资源。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农业国

家。钢铁、机械制造、纺织、炼铝工业的分布。新能源的开发。欧洲重要

的粮食出口国。小麦、甜菜、葡萄的主要产区。首都巴黎。地中海沿岸港



口——马赛。

（10）德国

北临波罗的海和北海。欧洲中部的国家。欧洲陆路交通枢纽。南高北

低的地势。发达的水上航运。农、林、牧业的分布。煤和钾盐藏量丰富。

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主要工业部门和工业区。鲁尔区。进出口贸易。

首都柏林。政府所在地目前在波恩。最大海港——汉堡。

（11）俄罗斯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领土横跨欧、亚两洲，传统上是欧洲国家。

多民族国家。

叶尼塞河以西多平原。东部和国境南部边缘多高原、山地。大部分是

温带大陆性气候，大陆性从西向东逐渐增强。河湖众多。森林资源丰富。

煤、铁、石油资源及其分布特点。

重工业发展迅速，轻工业发展缓慢。钢铁、煤炭、石油、机械、航天、

化学等工业的发展和分布。欧洲部分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显著。主要工

业区。

以莫斯科为中心的铁路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铁路。内河航运的

发展。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

（12）加拿大

北美洲北部地广人稀的国家。镍、铀、铁等矿产和森林、水能资源丰

富。采矿、汽车制造、木材加工和造纸工业发达。主要工业、人口和城市

多集中分布在南部地带。世界重要的农矿产品生产和输出国。纽芬兰岛附

近的渔场。首都渥太华。

（13）美国

在北美洲中部。50 个州。居民。

地形分三部分。温带大陆性为主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钢铁、汽车、航天、石油、电子、化学等

工业的发展和分布。东北部的工业及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工业布局的变化，西部和南部新兴工业发展较快。主要工业中心。

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专门化。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发达的交通和进出口贸易。首都华盛顿。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港口——



纽约。

（14）巴西

南美洲最大的国家。中、南部巴西高原的热带草原广布，北部亚马孙

平原是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区。热带雨林及其面临的问题。

南美洲工业发达的国家。铁、锰、铝土和水能资源丰富；主要工业：

钢铁、汽车、飞机制造及其分布。咖啡的生产和分布。世界重要的农产品

生产国与输出国。首都巴西利亚。

（15）澳大利亚

大洋洲地广人稀的国家。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草原、沙漠面积

广大。东南沿海地区温暖湿润。

南半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东部工业发达，居民与城市集中分市在

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的农牧业，世界小麦、羊毛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西部地区的采矿业，矿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意义。首部堪培拉。

基本训练要求

1．学习运用示意图和统计表，说明日本工业的特点。

2．学习运用“新加坡位置图”，说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优势。

3．学会对照阅读有关地图，分析说明印度农作物分布与地形、气候

的关系。

4．学会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分析尼罗河和苏伊士运河对埃及发展的

影响。

5．收集资料，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分析巴西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后果。

6．运用比较法比较法国巴黎盆地、德国鲁尔区、美国东北部工业区

的发展条件。

7．运用人口及粮食产量资料，说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法国

成为粮食出口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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