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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必修一 第三章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区域差异
第二节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

李金国\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探索】

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七十二沽”之称，水域面积曾达 5247km
2
，这里生长着各类湿地植物

400 余种，湿地动物约 600 种，湿地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它还具有巨大的环境效益，能够保护水

体、蓄洪防涝、净化水质、降解环境污染等。同时还可防止风蚀、土壤局部沙化、盐渍化、水土流

失及调节气候、防止环境干旱的作用。

然而，近百年来天津降水量不断减少，年均温缓慢上升，使地表蒸发量增大；另一方面人为淤

积造田，挖渠引水入海，流域上游大范围兴修水库、过度开采地下水和截留导致湿地的水源补给受

阻，城市地域扩展和用水量剧增、工农业等经济活动对湿地的占用，导致湿地数量和质量急剧下降，

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天然湿地面积已由上世纪初占国土面积的 45.9%减少到现在的

11.22%。哭泣的天津湿地亟需爱的呵护。

思考：

1. 请分析天津湿地减少将对其他地理要素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用关系图进行表示。

2.从天津湿地减少的原因及其对其他地理要素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有什

么关系？你能举例说明家乡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吗？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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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轮廓呈现“哑铃”型，地域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延伸，地处我国东部季风湿润区、西部干

旱区、青藏高寒区的交汇地带，境内自然条件复杂，省内自然条件地区差异明显。年均降水量的分

布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年降水量最高地区为康县南部，达 800毫米以上；甘南地区约 400毫米～

800毫米，陇中地区南部约 200毫米～400毫米，北部及陇西地区则减少到 200毫米以下；最低地区

为安敦盆地和苏干湖盆地，为＜50毫米。植被类型也由东南部的常绿阔叶树种和落叶阔叶林，向西

北方向先后演变为温带草原、温带荒漠草原、温带荒漠。

思考：

1.阅读以上图文资料，说说甘肃省自然景观和自然地理要素分布的区域差异。

2.为什么甘肃省省内自然景观会形成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主导因素是什么？

3. 甘肃省省内自然环境地区差异只表现在东西方向上吗？南北方向有吗？为什么？

【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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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安排 2课时。

导入新课：

方案一：利用教材开头的“探索”导入。可播放课前搜集的有关天津湿地的视频，让学生首先

获得动态、直观的感性认识，诱发其产生探究学习的兴趣，继而转向理性思考，即阅读“探索”中

的文字材料和自然景观图片，让学生感受自然之美，体会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然后带着情境问题进

入新课的学习。

方案二：由全球变暖的一系列后果导入。大量燃烧矿物燃料—一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一全球

变暖—一两极冰川融化—一海平面上升—一淹没沿海低地。

上述因果关系中，体现了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地理环境是由地形、地貌、土壤、水、大气和生物等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使地理环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读图 3—2—3“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示意”图，展开讨论，举例说明地理环境各

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教师可先举出土壤对其他环境要素影响的事例，如酸性土壤适宜种植茶树，盐

碱性土壤中生长盐蒿；土壤的干湿状况，通过蒸发影响空气的湿度和温度等。这样一方面给学生作

出示范，另一方面避免了学生因未学过土壤，分析问题会遇到困难。在此基础上，可安排小组探究

学习活动，如教师举出四个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云南地区、天津湿地，然后把学生分成四

组，每一小组讨论一个地区，对照图 3—2—3，说出对应于图中五大自然地理要素，每一地区的具

体情况，它们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对学生的分析和回答，应给以适当的提示、指

导和评价。例如，西藏地区小组探究结论如下：（见图一）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回顾前面学过的水循环知识，以水循环为例，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圈层间物质

运动的理解，深化认识物质通过运动把各自然要素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出示水循环示意图，蒸发、蒸腾使水变为水蒸气，从水圈、岩石圈、生物圈进入大气圈，水蒸

气在大气圈中随大气环流而运动，最后以降雨、降雪等形式回到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如降水被

生物截留和利用，然后参与下一个水循环；降水变为地表或地下径流，参与岩石圈的侵蚀、改造，

然后流人海洋；位于高纬度地区或高山、高原地区的降雪，形成冰川或冰盖，成为水圈的组成部分，

当冰川融化，水又参与生物的生长、岩石的风化，或者再次被蒸发、蒸腾进入大气圈，参与到天气

过程中，形成雨、雪、霜、露、雹、雾等各种各样的天气现象。

区域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地球上不可能存在任何两个自然状况完全相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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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引导分析、探究活动建议：

1、关于自然带的形成，可采取以下图示引导分析：

2、可要求并引导学生读图观察后说出亚洲东部从赤道到两极的主要自然带：热带雨林带、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亚寒带针叶林带和寒带苔原带。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变化规律。

3、引导学生对比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和世界主要气候类型图，可以发现有大致一一对应的关

系，让学生认识到气候的不同是形成各个不同自然带的基础。当然还可进一步提问：为什么自然带

的分布和气候类型的分布并不完全吻合?（自然带是气候、地貌、水文、生物和土壤等要素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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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

4、讲授“纬度地带性”时，可先让学生读图归纳这一地域分异规律，提示分清自然带的延伸方

向和更替方向。然后出示有关景观图片(如热带雨林景观、苔原景观等)引导学生说出其地域差异，

并分析其成因。最后总结出这种地域分异主要是由于太阳辐射随纬度的变化导致的；即热量条件是

产生纬度地带性的基础。

5、向学生提出探究性问题，让学生做更深入的思考：纬度地带性在哪些纬度表现得比较明显，

为什么?（在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区明显。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以陆地为主；在低纬度地区，陆地面

积较小，海域面积辽阔。使得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同一纬度地区的水分差别较小，因而自然带表现

出随纬度方向明显的变化。）

6、讲授“经度地带性”时，引导学生观察教材中图 3—2—5“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要求学

生注意观察在亚欧大陆中部从沿海到内陆分别是什么自然带？说出其延伸、更替方向。同处温带地

区，纬度大致相当，为什么却分别形成了森林、草原和荒漠景观？然后引导学生读图发现它们与海

洋的距离差异，从而说明产生这种经度地带性主要受水分条件控制。

经度地带性在什么纬度表现得比较明显？为什么?（这种地域分异在中纬度大陆地区表现得比较

明显的原因，可让学生运用地图讨论分析：中纬度地区海陆相间分布，海陆差异显著；尤其是中纬

度陆地面积宽广，从沿海到内陆的水分条件差别很大，因而自然带产生了这种比较明显的规律性变

化。）

“垂直地带性”教学活动建议：

1、先让学生说说自己爬山的感受，引导他们回忆爬山过程中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出现的气温和湿

度的变化。如有可能，可将山地垂直自然景观的图片或照片直观地展示出来，然后再引导学生分析

产生山地垂直地带性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山地都具有垂直地域分异，只有

在达到一定高度，并在一定的纬度范围内，足以引起自然环境及其组成成分的急剧变化以后，才有

可能出现。通常，基带(垂直带下部的起始带)以上垂直带出现的高度，温带地区在 800 米以上，

热带地区在 1 OOO 米以上。

2、教材第 72 页图 3—2—6“非洲乞力马扎罗山卫星象片及其垂直自然带分布”图读图训练建

议：

可引导学生分别说出乞力马扎罗山从山麓至山顶的自然带名称和非洲大陆从赤道向两极的自然

带名称，然后比较这两种自然带变化的异同。乞力马扎罗山垂直自然带丰富多样的主要原因，一是

由于地处赤道地区，南坡(迎风坡)基带为热带雨林带(若在寒带地区，基带即是寒带景观，随着海拔

高度的升高，寒冷程度不同，但自然带仍与基带类似或相同)；二是由于山体高达 5 895 米，水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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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其组合的垂直变化显著，直至山顶出现积雪冰川。

【案例研究】教学建议：

1、案例研究的情境导入建议：

方案一：请去过甘南草原、兰州、嘉峪关、敦煌等地的同学描述自己在甘肃的见闻、所到之处

或在火车上看到的沿途景观，介绍甘肃省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如教师本人去过而没有学生去

过，也可由教师介绍自己的亲身感受）。

方案二：播放有关甘肃省不同地区的景观视频，然后要求阅读“案例研究”提供的文字材料和

景观图片，研究相关问题。

2、为引导、帮助学生顺利研究，教师可适当为学生“搭建支架”，提供一些有关甘肃省的辅助

材料，如甘肃在全国的地理位置图、甘肃省年降水量分布图、甘肃省干湿区划分图、甘肃省地形分

布图、甘肃省河流分布图、我国夏季风、冬季风风向示意图等等。

3、在探究第 3个问题“甘肃省省内自然环境地区差异只表现在东西方向上吗？南北方向有吗？

为什么？”时，学生可能对甘肃省东西方向狭长映像深刻，关注到其东西方向的差异，而忽视其南

北差异。可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发现，甘肃省由于省境是西北——东南方向延伸，其实南北方向也存

在纬度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前面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4、教者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适当补充甘南山地或祁连山北坡山地垂直自然景观分布，深

化探究甘肃境内垂直地带性现象，从而使本节教材所介绍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垂

直地带性”规律，通过在甘肃这样一个省级行政单位，有一个实际的了解和验证，从而对地理环境

地域分异规律有一个更生动、全面的理解和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