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必修一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第四节 地球的圈层结构

地球的内部圈层

【体验感悟】

两位同学在课桌的一边固定一根直尺，使直尺的大部分处于桌沿的外侧，一位同学用手摁住直尺的一端固定在桌

子上，另一位同学提起直尺位于桌沿外侧的另一端再放开，这时，第一位同学体验：是先听到声音还是手上先感

受到直尺的震动？（示意图如下）

思考：1.你体验的结果是什么？能否找到科学依据？（提示：声音是一种纵波，直尺的震动是横波）

2.你知道横波和纵波在传播介质上的差异吗？

答案：1.先听到声音，声音是纵波，而直尺的震动是横波，纵波的传播速度比横波快。

2. 在介质上，横波只能通过固态物质，而纵波则能通过固态、液态、气态物质，传播速度：固态>液态>气态。

【课堂教学探究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如果要检验西瓜是生还是熟，只要轻轻敲击西瓜，通过发出的声音就可判断，

那我们能否用类似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地球内部呢？

结合教材“地球内部圈层结构”和“图 1-4-1”分析：
1．在莫霍面和古登堡面上，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有何变化？

2．地壳的物质成分和厚度有何特点

3.岩浆发源地位于哪一层，其物质状态有何特点？

4.由图可判断，内、外地核的物质状态为什么？说出判断的理由。

理由：可根据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来判断，在由地幔进入外地核时，横波消失，纵波速度减慢；在由外地核进入内

地核时，纵波速度加快。

答案：1. 在莫霍面上，横波和纵波的传播速度都在增大；在古登堡面上，横波消失，纵波的传播速度突然减小。

2. 地壳是由岩石组成，厚度不均，大陆部分较厚，海洋部分较薄。



3. 软流层 物质处于熔融状态。

4. 内地核为固态、外地核为液态。

地球的外部圈层

【生活趣谈】人们在乘坐飞机时，往往感到在飞机起飞和降落

过程中感到飞机颤动的厉害，而在飞行过程中相对较为平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可以结合下面探究一探究竟。

【课堂教学探究二】地球大气是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从太空

看，地球表面的大气好像是靠近地平线的一个小薄层，但从地球上看，大气层一直从地面到高空 2000-3000 千米，

随着高度的变化，大气的物理性质和运动状况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读教材 P26 第 4 段-第 7 段、图 1-4-5 和下

图，分析以下问题

1．对流层内温度随高度如何变化，为什么？

2．对流层内大气以什么运动为主，为什么？

3.对流层大气厚度随季节和纬度如何变化？

4.为什么云、雨、雾等天气现象和天气过程主要发生在这一层？

5．若对流层的气温随高度升高而升高，那对空气运动和人类活动又会带来

什么影响呢？

6. 平流层和高层大气的气温、空气运动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有何特点？

答案：1.对流层内温度随高度增加而递减。原因：地面是对流层大气的直接热源。

2.对流层内大气以对流运动为主。原因：对流层大气上部冷，下部热。

3. 对流层大气夏季变厚，冬季变薄；随纬度的升高而变薄。

4．空气的对流运动显著；②对流层中集中了大气质量的 3/4 和几乎整个大气中的水汽和杂质。

5.若对流层的气温随高度升高而升高，空气不易形成对流，多平流运动，大气稳定，天气晴朗，近地面的污染物

不易扩散，易引起近地面的环境污染。

6.平流层：气温随高度增加而递减，空气以水平运动为主，多晴朗天气，对航空飞行非常有利。

高层大气：气温随高度增加先下降再升高，中间层空气多对流运动，热层空气多水平运动，在该大气层中存在电

离层，电离层能够反射无线电波。

【教学建议】

本节课是必修一第一单元的最后一节课，教学时应首先认识本节课在必修一及第一章的地位和设置的必要

性，这样才有助于教学有个清晰的脉络。必修一的主要内容是围绕“自然环境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自然要
素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来编写的，这是因为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为
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认识人类周围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地球上的四大圈层（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

物圈）及各圈层中的自然现象和规律，而地球上的许多自然现象，仅从地球本身来找原因，常常得不到正确、完

整的结论，需要从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来分析，谈“天”是为了说“地”。因此地球的圈层结构就成为了由远→近，
由外部→内部认识地球的衔接点，既是认识宏观地球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前提和必修

一后面学习的基础。

课标对本部分的教学要求是说出地球的圈层结构，概括各圈层的主要特点。根据该要求，我们在教学时应该

设置如下二个教学目标：



1.结合示意图，通过地震波的传播速度的变化说出地球内部地核、地幔、地壳三个圈层的主要特点及岩石圈
的组成；

2、结合示意图认识地球的外部圈层---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组成和分布，说出低层大气的组成成分及其
意义，结合示意图分析大气垂直分层的主要特点。

3、初步认识各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地球环境的整体观。
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快速地通览教材，对本部分内容的基本知识结构有初步认识，并找出教材中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如下：

1．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地球内部圈层可分为几层？
2．什么是岩石圈和软流层？
3．说出低层大气的主要组成成分和主要成分的意义
4．地球各圈层在分布上有何显著特点？
上面这些知识点在教材中都能够找到，理解的难度很小，通过让学生熟悉这些知识点可以为后面本节课的重点难

点探究突破提供平台。

本节课的重难点是通过示意图分析地球内部圈层和大气圈的结构及特点。分析地球的内部圈层结构，关键在

于明确各圈层划分的依据和特征，而切入点是地震波知识，可通过“体验感悟”中的实验让学生感悟纵波和横波

在传播速度上的差异，教师在此实验的基础上给学生简单分析横纵波在传播速度和传播介质上的差异。在此基础

上，让学生利用“课堂教学探究”对教材“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示意图”进行读图分析，首先认识地震波，根据地

震波的变化特征确定不连续面---莫霍面和古登堡面，进而将地球内部划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本部分的“课堂
教学探究”包含了四个问题：

问题 1．在莫霍面和古登堡面上，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有何变化？

问题 2．地壳的物质成分和厚度有何特点

问题 3.岩浆发源地位于哪一层，其物质状态有何特点？

问题 4.由图可判断，内、外地核的物质状态为什么？说出判断的理由。

这些问题从基本知识—地震波传播速度的变化入手，让学生通过读图分析问题 1，从中加深对地球内部圈层
的划分依据的理解，通过认识莫霍面和古登堡面，学生就能初步了解了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的划分；问题 2--4主
要是让学生结合教材了解地球内部圈层的物质组成和特点，问题 2是了解地壳的物质组成和特点的，地壳位于地
表，是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形成发展的主要圈层，也是后面研究第二章“地壳的运动和变化”的主体，因此了解

地壳的物质组成和特点对于认识和分析地球地理环境的形成、发展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问

题 3是了解地幔中一个特殊圈层—软流层的物质组成和特点的，软流层对于研究岩浆活动和火山的形成有重要意
义；问题 4是了解地核物质组成和特点的，这个问题的设计意图是利用地震波的特点来判断内外地核的物质状态，
培养学生读图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对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

在“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的教学时，一方面要通过“体验感悟”中的实验活动让学生学会通过动手实验、生

活感悟体会知识并不是枯燥乏味的，知识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知识就在我们身边，从而激发学生课堂探究的兴趣；

该实验活动也形象直观的展示了横波和纵波在传播速度上的不同，变抽象的理论为直观感受，降低了学生理解地

震波的难度，为后面探究教材图 1-4-1作了铺垫；另一方面，这一部分教学探究充分利用了教材图 1-4-1“地球内
部圈层结构示意图”，设置的问题都围绕对图 1-4-1的分析思考展开，这样就避免了学生直接从教材的文字中获
取结论而缺乏思考习惯的培养，有助于学生读图获取信息和分析思考问题习惯的养成，问题的设计都是根据课标

要求让学生理解地球圈层结构的划分和各圈层的主要特点。在本部分“教学探究”中，教师要让学生先独立自主

思考，然后再小组合作交流，在小组内部交流的基础上，由意见比较一致的小组代表上黑板上展示交流，老师在

学生展示交流过程中及时评价和点拨，在教学的最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知识归纳总结。还可

以通过下面问题的“拓展生成”来检验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拓展生成】



为什么当地震到来时，人们首先感到先上下抖动，然后左右晃动？

分析：本题设计的意图是加深学生对地震波的理解，并通过联系生活中的实例增加知识的趣味性。地震是地

球内部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沿断裂地带上升到地表引起地壳的震动，通过前面的探究知识我们知道地震波分为横

波和纵波，横波引起左右震动，纵波引起上下震动，纵波的传播速度比横波快，首先到达地表，所以人们感觉到

先上下抖动，横波紧随其后，带来左右晃动。

在地球的外部圈层中，大气圈的组成和结构是重点，可结合教材图 1-4-5认识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分析
大气各层的特点时注意把握气温的垂直变化、大气的运动和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教学时，可借

助“生活趣谈”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导入到“课堂教学探究二”。

“课堂教学探究二”是结合教材中的文本内容和图来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大气垂直分层的特点。探究性问题的设

计层层递进，既具有梯度，降低了思考的难度，又能够提高学习的深度，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本部分设计

的探究问题包括：

1．对流层内温度随高度如何变化，为什么？

2．对流层内大气以什么运动为主，为什么？

3.对流层大气厚度随季节和纬度如何变化？

4.为什么云、雨、雾等天气现象和天气过程主要发生在这一层？

5．若对流层的气温随高度升高而升高，那对空气运动和人类活动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6. 平流层和高层大气的气温、空气运动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有何特点？

本部分问题设计的探究意图：问题 1-4 是让学生以对流层为例探究其特点，引导学生发现气温的垂直变化、

大气的运动和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运用到问题 5（逆温的分析）和问题 6（平流层
和高层大气的特点分析）中，最后能够总结出内含的地理原理。通过问题 1的分析，要让学生明确大气热量的直
接来源决定着气温的垂直变化，对流层大气的直接热源是地面，所以对流层大气的气温随高度增加而递减；平流

层的大气的直接热源是太阳辐射（O3吸收紫外线），所以平流层大气的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增加。问题 2是在问
题 1的基础上分析温度垂直变化和空气运动之间的关系，对流层下热上冷，形成对流；平流层上热下冷，不易形
成对流，以平流运动为主。问题 3又是在问题 2的基础上分析近地面气温的高低与对流运动强弱的关系，近地面
气温高，对流运动强，对流层的厚度就大；反之，近地面气温低，对流层的厚度就小。在问题 4中，通过云、雨、
雾等天气现象和天气过程形成的分析，能够建立大气运动、物质组成和降水形成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培养学生分

析思考问题的能力，而复杂的天气现象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样通过引导学生对问题 1-4的探
究，就可以使他们建立起认识大气垂直分层特点的一般思路：大气直接热源→气温垂直变化→空气运动形式→对

人类活动的影响。明确了这个认识问题思路之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利用其分析问题 5和问题 6了，问题 5的设
计有三个意图：①让学生感受反向思维的乐趣；②利用掌握的分析方法去应用实践，感受学有所用，体会学习的

乐趣；③认识逆温现象。教师可在学生分析的基础上对逆温现象适当的补充，特别是逆温的影响。该问题使学生

对逆温的认识既有所拓展又水到渠成，降低了学生理解逆温的难度。问题 6的设置一方面是让学生利用分析对流
层特点的方法分析平流层和高层大气，使学生提升运用该分析思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让学生熟悉平流层和高

层大气的特点。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要注意两个问题：①注意图 1-4-5中信息的提取，如平流层中的物质组成—
臭氧层的存在，多人类航天活动等。②对于高层大气的分析可从气温的垂直变化入手，分析大气直接热源和空气

的运动形式，或者提示学生高层大气下部热量直接来源于平流层，上部热量直接来源于太阳辐射，然后让学生分

析气温的垂直变化和空气的运动形式等。明确本部分设计的目的是让学生灵活把握分析思路，教师处理起来可灵

活掌握。

最后，教师可“旧话重提”，让学生再返回到本部分的探究导入，利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带着

求知的兴趣来，带着满意的答复走，使课堂教学实现一个完美的循环。

【生活趣谈】

人们在乘坐飞机时，往往感到在飞机起飞和降落过程中感到飞机颤动的厉害，而在飞行过程中相对较为平稳，你

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可以结合下面探究一探究竟。



分析：本题的出题意图是考查学生的迁移应用能力。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颤动往往是由大气的对流运动造成

的，而对流层大气以对流运动为主，由于飞机在起飞和降落主要在对流层中，所以起飞和降落时感到飞机颤动的

厉害。而在飞行过程中主要在平流层中，大气以平流为主，所以相对较为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