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教学设计

[教材依据] 南师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 1 第一单元《从宇宙看地球》第三节《地

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教材分析]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是本单元的核心知识之一，不仅与学生生

活密切联系，也是学习以后各章节时认识有关地域分异和地理事物季节变化的基

础。公转的地理意义包括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以及由此在派

生出来的季节变化。公转与自转的复合运动姿态——存在黄赤交角的公转运动是

导致地球公转地理意义的根本原因，对公转过程及其特征的认识是理解地球公转

地理意义的基础。

[课程标准要求] 分析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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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与方法

1、逐步形成空间思维、时空联系的能力和观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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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够用规律解释生活中日出日落时间与昼夜长短等现象。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以上过程，初步认识和树立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能

被人类逐步认识把握和利用的等观念，增强探索自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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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具准备] 地球仪、多媒体设备及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想想自己的影子在一天中长短的变化，并思考其变化原因是什么？

[讲授新课]

一、地球的公转



【提问】地球除了不断围绕地轴自转之外，还在不停的公转。哪位同学能根

据初中学习的知识和教材插图所给信息，演示地球的公转？

【演示】让学生以讲桌面作为地球公转轨道平面，演示地球公转运动。提示

学生注意掌握住地球公转的方向和公转的状态，让其他学生观察和评价演示是否

正确。

【观察】学生观察多媒体课件有关内容，分析说明地球公转的轨道、方向和

速度等特点，并试着回答。

【讲述】地球公转轨道是近似正圆的椭圆形，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公转方向自西向东；地球绕日公转中出现近日和远日现象。每年一月初，大概位

于近日点附近；每年七月初，大概位于远日点附近。开普勒第三定律证明：地球

位于近日点附近时，公转速度较快；位于远日点附近，公转速度较慢。地球公转

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 365 日 6 时 9 分 10 秒，叫一个恒星年。

【提问】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要不断的围绕太阳公转，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呢？

【演示】要求学生用手拨动地球仪自转，同时手持地球仪使其公转，演示自

转和公转的叠加运动。

【总结】地球自转的平面和公转的平面并不重合。由此产生黄道平面与赤道

平面的夹角—黄赤交角，为 23°26′。

【提问】这一夹角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观察】学生观察多媒体课件有关内容，总结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并完

成太阳直射点移动示意图。

【活动】要求学生在图上描画出南北回归线，描绘出太阳直射点移动示意图，

并指出二分二至时直射点的位置及其大概时间。

二、 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

【讲述】正午太阳高度是一天中最大的太阳高度，即正午 12 点钟的太阳高

度。那么，造成我们的影子在一天中不断变化的原因就是太阳高度的变化。当正

午的时候，太阳高度达到最大值，我们的影子也最短。

【提问】请大家看书，并结合地图，思考下列问题：

1、正午太阳高度随纬度的分布有什么规律？

2、正午太阳高度随季节的分布有什么规律？

【观察】学生观察多媒体课件有关内容，总结正午太阳高度角在二分二至日

随纬度的分布规律。

【讲述】1、随纬度变化：

【总结】

（1）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由北回归线向南北两侧递减。

（2）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由南回归线向南北两侧递减。

（3）二分日，正午太阳高度由赤道向南北两侧递减。



所以，正午太阳高度角随纬度的分布规律是：由太阳直射点所在纬度向南北

两侧递减。

2、正午太阳高度的季节变化

【提问】请同学们根据刚才所学的知识思考，北回归线及其以北什么时候达

到最大值？南回归线及其以南什么时候达到最大值？南北回归线之间什么时候

达到最大值？

【回答】北回归线及其以北，每年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达最大值；南回归线

及其以南，每年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达最大值；南北回归线之间，每年太阳直射

它的日子正午太阳高度达到最大值。

【提问】请同学们继续思考，北回归线及其以北什么时候达到最小值？南回

归线及其以南什么时候达到最小值？南北回归线之间什么时候达到最小值？

【回答】北回归线及其以北，每年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达最小值；南回归线

及其以南，每年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达最小值；赤道与北回归线之间，每年冬至

日正午太阳高度达最小值；赤道与南回归线之间，每年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达到

最小值。

【讲述】随季节变化：任一地点，一年中离太阳直射点所在纬度最近时，正

午太阳高度达最大值；反之，达最小值。所以：（1）夏至日，北回归线及其以

北的地区，正午太阳高度达一年中最大值；南半球达最小值。（2）冬至日，南

回归线及其以南的地区，正午太阳高度达一年中最大值，北半球达最小值。

【计算】请学生观察课件，推导正午太阳高度角的计算公式。

【公式】H=90°-|θ±δ|（θ为某地的纬度，δ为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同

半球用“—”，异半球用“+”）

【举例】夏至日，宿迁的正午太阳高度是多少？

【分析】夏至日：δ=23°26′N；θ为南京的纬度=33°N；此时南京和太阳

直射点位于同一半球 ，H=90°-|33°—23°26′|=80°26′

【练习】冬至日，宿迁的正午太阳高度是多少？

H=90°-|33°+23°26′|=33°34′

三、 昼夜长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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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最小值。

【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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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转】综上所述，全球除赤道以外，同一纬度地区，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

高度随季节而变化，使太阳辐射具有季节变化的规律，形成了什么？（学生答：

四季）；同一季节，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随纬度而变化，使太阳辐射具有纬

度分异的规律，形成了什么？（学生答：五带）

四、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提问】请同学们看书，思考以下问题：

1、季节的划分有哪几种划分？

2、五带的划分是以什么为依据，又是怎样划分的？

【比较】我国与欧美国家传统的四季划分方法：相同之处是都立足于天文辐

射，同为天文四季；（即：夏季就是一年内白昼最长、太阳高度最大的季节；冬

季就是一年内白昼最短、太阳高度最小的季节；春秋两季就是冬夏的过度季节。）

不同之处是我国的四季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起点；而欧美的四季以春分、

夏至、秋分、冬至为起点，更接近实际气候的变化，但很多地方的实际最高和最

低气温分别平均发生于夏至和冬至后一个月左右。

【讲述】五带的划分

以地表获得太阳热量的多少来划分热带、温带、寒带。

热带：南北回归线之间有太阳直射机会，接受太阳辐射最多。

温带：回归线与极圈之间，受热适中，四季明显。

寒带：极圈与极点之间，太阳高度角低，有极昼、极夜现象。

五带划分：以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为界限，把地球表面粗略的划分为热带、

南北温带、南北寒带五个热量

【提问】请同学们思考，黄赤交角的变化对五带范围的影响？

【总结】黄赤交角变大，则热带、寒带变大，温带变小；黄赤交角变小，则

热带、寒带变小，温带变大。因此，热带、寒带和黄赤交角的变化是一致的，而

温带则正好相反。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重点难点偏多，希望同学们多复习

记忆。

[板书设计]

第一单元 从宇宙看地球

第三节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一 、地球的公转

二 、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



三、 昼夜长短的变化

四、 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巩固练习]

一、选择题

1．关于地球公转特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公转方向是自西向东 B、公转轨道为正圆形

C、公转周期为 365 天或 366 天 D、公转速度是均匀的

2、下列节日中，汕头（ 23º26′ ）正午太阳高度最大的是（ ）

A、元旦 B、劳动节 C、教师节 D、国庆节

3、6月 22 日这一天，下列城市中白昼最长的是（ ）

A、悉尼（30°S） B、新加坡 C、伦敦 （51 °N ） D、汕头

4、一年中，太阳光始终不能直射的大洲是（ ）

A、亚洲 B、欧洲 C、大洋洲 D、南美洲

5、如果黄赤交角变大，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寒带范围扩大 B、温带范围扩大

C、热带范围缩小 D、五带范围不变

答案：1～5、AB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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