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1.2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共需 5 课时 本节为第 1 课时 课型 新授

课程

标准

结合实例，说明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教学

目标

1. 能够说出地球自转的方向、周期和速度。

2. 能够理解昼夜更替和地方时产生的原因。

3. 能够进行简单的区时计算。

4. 能够根据地转偏向力的规律，正确判断水平运动物体的偏转，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

教学

重点

地球自转的特点；地球自转产生的地理意义

教学

难点

晨昏线的判读；区时的计算；水平运动物体发生偏转

学情

分析

地球运动的知识难度大，但又是小高考考查的重点。学生在高一学习的时候便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基本概念含糊不清；缺乏空间想象力；缺乏对知识点之间规律的认识；

缺乏地球球体的点、线、角的认识等。因此，在小高考复习中，教师要注重思维导图的运用，帮助

学生构建知识体系、理清知识点；充分利用示意图，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并通过真题训练帮助学

生消化吸收。

教学

方法

探究活动、小组讨论

教具

准备

多媒体课件、导学案

教学过程

环节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设计意图

导入

新课

教师展示考试说明：知道地球自转（和公

转）的方向、周期和速度。理解昼夜更替

和地方时产生的原因，能够进行简单的区

时计算。

【活动一】5 分钟时间学生浏览书本，简单

构建思维导图。

【活动二】教师展示自己绘制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中重要考点留有空白，让学生补

充完整。

学生观看，并在脑中构建思

维导图

学生阅读书本，在纸上构建

简单的思维导图。

学生对完善自己的思维导

图。

目标明确，

学生自己先回顾书本及

笔记，并通过思维导图

自己构架出知识体系，

便于知识的回顾和体系

的建立。

在自己简单构建思维导

图的基础上，教师展示

更为具体科学的思维导

图。既发挥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又体现了教师

的引路人的作用。更为

重要的是，通过思维导

图的使用，能帮助学生

构建出完成的知识体

系，而不是知识点。



一、

地球

自转

的一

般特

点

【1 地球自转的方向】

师：思维导图中明确知识点，地球自转方

向为自西向东；北极上空：逆时针，南极

上空：顺时针。

【探究活动】展示侧视图、极点俯视图，

安排学生完成以下工作

（1）画出自转方向

（2）图 1 中画出南、北回归线，在图 2 中

画出北极圈和北回归线，在图 3
中画出南极圈和南回归线

图 1 图 2 图 3

【总结】

1．强调侧视图标在地轴的北端，俯视图则

标在地球以外加上弧线箭头，北逆南顺。

2．强调经纬线在侧视图和俯视图上画法的

区别。

【2 地球自转周期】

恒星日：真正周期

太阳日：昼夜更替周期

【3 地球自转的速度】

【探究活动】

观察图 4，思考单位时间内从 ABCD 到 A＇
B＇C＇D＇以及极点走过的弧度和角度大小，

归纳地球自转的角速度和线速度变化规

律。

图 4

小组代表到黑板上画，其余

同学在纸上绘制。

学生整理

学生整理

学生思考，分享结论。

学生自己动手。在活动

过程中会出现画法不规

范的现象，及时纠正，

提高学生的绘图能力。

在此处简单补充经纬网

的基本知识，为学习后

续知识（晨昏线、地方

时等）做好铺垫。

细节处给予提醒，利于

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

度。

此部分虽然为难点，但

近几年考试对此要求不

高，单独提出，学生能

够辨析即可。

培养学生读图能力，在

观察中得出结论。

课堂

小结

地球同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运动形式，如绕地轴自转和绕太阳公转等。即使是公转也不只是简单地

绕太阳进行椭圆运动，而是绕日地质心运动，同时也绕月地质心运动。



板书

设计

随堂

练习

读“地球表面某地区自转线速度等值线分布图”，回答 1～2题。

1．图中 a、b两点纬度相同，但自转线速度不同，原因可能是( )

A．a点海拔较高，线速度较大

B．a点海拔较低，线速度较小

C．b点海拔较低，线速度较小

D．b点海拔较高，线速度较小

2．有关 b所在区域的叙述，可能正确的是( )

A．数值大于 835千米/小时

B．b地所在山地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C．向东纬度降低

D．自转周期长于其他三地

课后

作业

完成《步步高》P3

教学

反思

本节课沿着知识点回顾——重难点突破——巩固提高这一思路展开。在知识点回顾中，采用了

思维导图，便于学生知识点的回顾和知识体系的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