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必修二 第一章 人口的增长、迁移与合理容量

第三节 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

【探索】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了著名的"木桶理论"。该理论指出：组成木桶

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

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这就是说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

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体的水平。下图示意影响某地可供养最大人口

数（环境承载力）的因素：

科技发展水平土地资源

淡水资源

粮食

森林资源 ……

人类文化水平
自然资源：

材料一：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对土地资源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方面

人均土地拥有量下降，土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

农业用地面积显著缩小。

材料二：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山东省人口 9579.3 万，从土地资源的生产

力考虑，已接近环境承载力。

思考：

1．假如各块桶板代表不同的资源种类，那么“木桶理论”揭示了什么道理？

2. 土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有什么关系？

【案例研究】中国究竟能承载多少人？中国人口多少才合适？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



同样，按照需求的不同层次，我国所容纳的人口数也会不同：

材料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开展了我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

人口容量的研究工作。从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估测，全国耕地面积保持 1.23

亿公顷，播种面积 1.93 亿公顷，粮食总产量 8.3 亿吨，若以年人均消费粮

食 500 千克、550 千克和 600 千克三个方案测算，我国耕地面积可承载人口

的极限分别为 16.6 亿、15.1 亿、13.8 亿，最多能养活 16 亿人。

材料二：一些专家根据我国的资源、人体营养和文化教育等条件，尤其是

对我国耕地、草原和水资源利用状况进行分析，预测我国的人口容量为 8

亿～9 亿人。如保证人民能获取所需营养，我国人口应控制在 10 亿之内，

如果按照美国的消费水平，我国人口大致应控制在 7 亿之内。

思考：

1. 判断我国环境承载力和人口合理容量的依据分别是什么？

2. 环境承载力和人口合理容量在数值上有何不同？两者是不是一成不变的？



[教学设计]

一、点击课标

说出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理解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概念及含义。

2、举例说明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理解其现实意义。

过程与方法：

1、结合“木桶理论”分析影响环境承载力的因素，通过材料分析，明确环

境承载力的决定因素。

2、对比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实例，说明人口合理容量的相对性并探讨影响

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

3、结合案例研究，深刻理解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学习，进一步理解实施计划生育和环境保

护的重大意义，树立正确的人口观、资源观、消费观、环境观、发展观。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 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人口合理容量的含义。

难点：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四、教材分析

本节作为新课标教材《地理》（中图版·必修二）第一章第三节，是在前两

节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人口的基本过程之后，从“人地关系”原理出

发，重点讲述环境对人口数量的制约问题。

本节包括“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两部分内容。

其中，【探索】活动，结合“木桶理论”分析影响环境承载力的因素，根据

材料分析，明确环境承载力的决定因素，从而深刻理解环境承载力的概念。这是

本节的一个重点。

“人口合理容量”是另一重点。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醒我们，人类要想

获得长远发展，应将自身规模控制在一个最低范围。同时，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

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体现其不确定性。

最后安排【案例研究】的学习，明确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同

时加强对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概念、影响因素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解。使学

生领悟到人口剧增对环境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明确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

和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的重要意义。

五、学情分析

“人地关系”是当前讨论的热点问题，学生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本节

的两组概念：“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以前没有接触过，并且概念本

身比较抽象，借助案例分析，对比分析，化抽象为具体有助于理解。



同时，在读图分析以及材料分析方面，学生归纳总结能力不强，需要老师及

时点拨和指导。

六、课时安排 1 课时

七、教学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八、教学方法 启发Ƒ、读图分析ƒ、对比ƒ、自Ɠ学习ƒ、小组合作探究

ƒ、自Ɠ归纳总结ƒ

九、教学过程

音画引领 创设情境

播Ɣ人类从环境中ƕƖ资源、ƗƘ资源，导致地ƙ“ƚƛƜƜ”的相关影Ɲ，

学生ƞ悟人口数量与资源数量之间的关系并ƟƠơ思。

导入新课

同学们，Ƣ了ƣ才的Ƥƥ，相Ʀ大家和我一样，会有这样的Ƨ问：在有限的

资源供应下，地ƙ最多能容纳多少人？地ƙ适ƨ多少人Ʃƪ？这就是本节课要研

究的问题。

自主学习

ƫƬƭƮ课本 17 Ư第一ư，标出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并ƱƲ步理解。

过渡 由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可Ƴ，它是承载人口的最大值，有ƴ些因素会影响

环境承载力？

学生活动一：理解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

【探索】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了著名的"木桶理论"。该理论指出：组成木桶

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

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这就是说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

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体的水平。下图示意影响某地可供养最大人口

数（环境承载力）的因素：



科技发展水平土地资源

淡水资源

粮食

森林资源 ……

人类文化水平
自然资源：

材料一：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对土地资源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方面

人均土地拥有量下降，土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

农业用地面积显著缩小。

材料二：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山东省人口 9579.3 万，从土地资源的生产

力考虑，已接近环境承载力。

思考：

1．假如各块桶板代表不同的资源种类，那么“木桶理论”揭示了什么道理？

2. 土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有什么关系？

【活动要求】

1、ƵƶƷ读所Ƹ图文Ʀƹ，ƺƻ思考题。

2、学生自Ɠ学习，Ƽƽƾƿ，ǀ立思考，组ǁǂǃ，积极发ǃ。

【学生归纳总结】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木桶理论”Ǆǅ我们决定环境承载

力的是最短ǆ的那种资源。其中，土地资源是决定环境承载力的重要因素。

过渡 随着Ǉ会的发展，现代人对ǈ来ǉ求的是Ǌǋ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水

平，在这样的要求下，地ƙ上适合养活多少人ǌ？Ǎ有ƴ些因素影响着这一人口

数的多少ǌ？

学生活动二：分析影响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

【活动要求】

1、对比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口与环境现状，分析影响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

2、小组合作学习，各小组根据所ǎ地区实Ǐǐ分讨论，Ǒǒ同学Ǔ积极Ɠ

动发表ǔ解，最后Ǖ成小组观点，组长Ʊǖ发ǃǗǘ。

3、各小组长发ǃ结Ǚ后，其ǚ同学自由发ǃ。

【学生归纳总结】影响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Ɠ要有：自Ǜ环境和资源的优劣、

Ǉ会ǜǝ发展水平、科Ǟ水平，地ǟ开Ɣ程度及消费水平。

【教师点拨】相同Ǡǡ时期的不同地区、不同Ǡǡ时期的同一地区，其人口

合理容量不同。比如说当Ǣ的美国和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前和现在的中国，人口

……



合理容量不一样。这说明：人口合理容量具有相对性。

过渡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随着ǜǝ发展，资源ǣ大量Ɩ取，在现有资

源基Ǥ上，中国究竟能承载多少人？中国人口多少才合适？

学生活动三：对比分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案例研究】中国究竟能承载多少人？中国人口多少才合适？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同样，按照需求的不同层次，我国所容纳的人口数也会不同：

材料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开展了我国土地资源生产能

力及人口容量的研究工作。从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估测，全国耕地面积保

持 1.23 亿公顷，播种面积 1.93 亿公顷，粮食总产量 8.3 亿吨，若以年人

均消费粮食 500 千克、550 千克和 600 千克三个方案测算，我国耕地面积可

承载人口的极限分别为 16.6 亿、15.1 亿、13.8 亿，最多能养活 16 亿人。

材料二：一些专家根据我国的资源、人体营养和文化教育等条件，尤其是

对我国耕地、草原和水资源利用状况进行分析，预测我国的人口容量为 8

亿～9 亿人。如保证人民能获取所需营养，我国人口应控制在 10 亿之内，

如果按照美国的消费水平，我国人口大致应控制在 7 亿之内。

思考：

1、判断我国环境承载力和人口合理容量的依据分别是什么？

2、环境承载力和人口合理容量在数值上有何不同？两者是不是一成不变

的？

【活动要求】

1、学生ǥ自Ɠ学习，ƵƶƷ读所Ƹ图文Ʀƹ，Ƽƽƾƿ，ǀ立思考。

2、小组合作学习，各小组根据Ǒǒ同学的发ǃǦ况ǐ分讨论，Ǖ成小组观



点，组长ǎǧ发ǃ人Ʊǖ发ǃǗǘ。

3、各小组发ǃ结Ǚ后，其ǚ同学自由发ǃ。

【师生总结呈现】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课堂小结 以上是我们本节课学习的内容，同学们ƺ过Ǩ来，想一想，学到

ƴ些Ƴǩ？

构建知识网络

尾声 ǪǫǬǭǑ个国家，Ǒ个人，Ǔ能尊重“人地关系”的Ǯ观规ǯ，因地

制ƨ制定本区区ǟ可持续发展ǰǱ，ǲ保持ǖ生ǳ平Ǵ，Ǎ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因为：

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