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初高中衔接知识 经纬网 共需 3 课时 本节为第 3 课时 课型 新授

课程

标准

通过读图、绘图，了解经纬网的特点及其应用。

教学

目标

1.了解地球的形状和大小，地轴和两极。

2.判读经线和经度、纬线和纬度；知道主要经纬线（赤道、南北回归线、极圈、本初子午线）的特

点。

3.知道东西半球、南北半球的划分。

4.理解经纬网的作用及意义。

教学

重点

认识地球就要从地球的形状、大小来认识，这是后面学习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的基础。

了解经纬网的概念，掌握如何利用经纬网确定地理坐标，学会确定不同类型经纬网图中两点相对。

教学

难点

经纬度的判读是读图、识图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也是高考的一个热点——地球运动知识的基础。

学情

分析

经纬网结合政区图，提供高考信息，是综合能力测试的首选内容及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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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纬

网及

其应

用

一 定“对称点位置”

1．关于赤道对称的两点：经度相同，纬度数相同但南北纬

相反。如图中的 A(40°N,20°W)与 B(40°S，20°W)。

2．关于地轴对称的两点：经度数之和为 180°，东西经相

反，纬度相同。如图中的 A(40°N,20°W)与 C(40°N,160°E)。

3．关于地心对称的两点(对跖点)：经度数之和为 180°，

但东西经相反；纬度数相同但南北纬相反。如图中的 A(40°N，

20°W)与 D(40°S,160°E)。

二 定“方向”

1．方格状经纬网图

(1)同在东经度，经度值大者在东，同在西经度，经度值大

者在西。若分别在东西经，如下表所示：

(2)不在同一经纬网图上两点方位的辨别方法。首先读出两

点的经纬度数值，然后将两点绘制到同一经纬网图上再进行判

读。如图：甲地(55°N,25°W)，乙地(25°S,65°E)，甲地在

乙地的西北方。

2．以极点为中心的经纬网图

在以极点为中心的经纬网图中，关键是确定地球自转方向，

顺自转方向为东，逆自转方向为西，如图所示：

三 算“距离”

此角度主要考查利用经纬网测量和计算两地之间的距离。

具体方法为：

1．同一条经线上纬度差为 1°的实际经线弧长处处相等，

大约是 111 km。如图中线段 AB 的距离为 111 km。

2．同一条纬线上经度差为 1°的实际纬线弧长由低纬向高

纬递减，大约是 111×cos φ km(φ表示该纬线的纬度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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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中的线段 AC。

3．若两点不在同一经线，也不在同一纬线上，计算图中 BC

之间的距离，有两种方法：

(1)求出 AC、AB 长，再利用勾股定理计算。

(2)粗略算法：

若 BC 的纬度差较小，可假设其在同一纬线上，求纬线长度；

若 BC 两点的经度差较小，可假设其在同一经线上，求经线长度；

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或缩小。

课堂

小结

最短航线即球面上的最短距离；球面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指经过两点之间的大圆的劣弧段。

板书

设计

同一经线上的两点：其最短距离的劣弧段就在经线上;若两地的经度差为 180°：过两点的大圆即经

线圈，最短航线为过两极点的劣弧。

随堂

练习

读经纬网图，回答 1～2题。

1．设 A、B两地和 B、C两地之间的最短航线距离分别为 L1和 L2，则( )
A．L1和 L2相等 B．L1约为 L2的一半 C．L1约为 L2的 1.5倍 D．L1约为 L2的两倍

2．若飞机从图中 B点飞往 C点，沿最短航线飞行，合理的方向是( )
A．一直向东 B．一直向西 C．向东南→东→东北 D．先向正南，再往正北

课后

作业

完成《步步高》P1

教学

反思

1．相同纬度且跨经度数相同的两幅图，其所示地区的面积相等。

2．跨经度数相同的地图，纬度越高，表示的实际范围越小。

3．图幅相同的两幅图，中心点纬度数相同，则跨经纬度越广，所表示实际范围越大，比例尺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