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1.3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共需 7 课时 本节为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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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地球公转的概念、运动规律及特点。

2.理解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四季成因及其纬度变化规律。

3.理解五带的形成原因，了解五带的划分及各带日照情况。

4.能够准确画出两分两至日太阳照射地球的示意图，并说明地球上不同地带太阳高度及昼夜长短的

变化规律。

教学

重点

1.地球公转的运动规律及特点。

2.黄赤交角的形成。

3.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及原因，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教学

难点

1.黄赤交角的形成。

2.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及原因。

学情

分析

地球运动的知识难度大，学生不太能够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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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极地地区，要面对极昼或极夜的

困扰。极昼期，人的生物钟紊乱；极夜期，长时间的黑暗给人

们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影响。

学生思考问题

后回答。

联系生活实际，

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四、

昼夜

长短

及其

变化

【读图分析】昼长夜长的比较

【多媒体】二分二至日全球的昼长

【活动】春秋分日，全球昼夜平分；夏至日，北半球昼长夜短，

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北极圈内出现极昼现象，南半球反之；冬

至日，南半球昼长夜短，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南极圈内出现极

昼现象，北半球反之。

【思考】一年 365 天，其它日子的昼夜长短情况如何呢？

【小结】自春分日到秋分日，是北半球的夏半年，在此期间，

太阳直射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长大于夜长；纬度越高，昼

越长夜越短，其中，夏至日这一天，北半球各纬度的昼长达到

一年中的最大值，而且北极圈及其以北地区，太阳整日不落，

出现极昼现象，南半球则反之。

从秋分日到次年的春分日，是北半球的冬半年，在此期间，太

阳直射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夜长大于昼长；纬度越高，夜越

长昼越短，其中，冬至日这一天，北半球各纬度的昼长达到一

学生思考后回

答问题。

北半球昼长夜

短，纬度越高，

昼越长、夜越

短，北极圈及

其以北地区出

现极昼现象；

南半球昼短夜

长，纬度越高，

昼越短、夜越

长，南极圈及

其以南地区出

现极夜现象。

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获取

信息能力。

通过具体的案

例，创设情境，

进行情境教学，

帮助学生增强

感性认识，提高

对知识的理解。



年中最小值。

课堂

小结

太阳直射点所在半球，昼长于夜，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太阳直射点移向的半球，昼将

越来越长，夜将越来越短。

板书

设计

随堂

练习

下图是“北半球冬至日四地纬线昼弧、夜弧分布状况示意图”。据此回答 1～3 题。

1．四地中位于南半球的是( )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2．图中乙和丁的周长相等，则( )

A．日期相反 B．雨季时间相反

C．日出、日落时间相反 D．昼夜长短相反

3．下列关于四地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甲位于南极圈 B．乙可能位于赤道

C．丁不可能位于赤道 D．丙位于回归线

课后

作业

完成《步步高》P12

教学

反思

(1)对称规律：同一纬线上各地昼夜长短相同(同线等长)；南北半球同纬度昼夜长短相反。二分日前

后时间相同的两日期，昼夜长短相反。二至日前后时间相同的两日期，昼夜长短相同。

(2)递增规律：太阳直射点所在半球昼长夜短，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另一半球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