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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2-2023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一单元第一节——地球的宇宙环境 1
           研制人：王维中 审核人：李玉军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2022年9月2日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资料，描述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说明太阳对地球

的影响。

1. 了解天体的主要类型和天体系统的层次，描述地球

的宇宙环境。

2. 通过不同级别天体系统的关系图，理解地球在宇宙

中的位置。

3. 结合图文资料，阐述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根据

资料，分析影响太阳辐射的因素。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1—6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宇宙

1．天体

(1)概念

宇宙中有多种多样的物质，例如星云、恒星、 、卫星、彗星、 、星际物质等，这些物质统称

为天体。 和 是最基本的天体。

(2)常见类型

①恒星：由 组成，质量庞大，自身能发出 和 。

②星云：由气体和尘埃物质组成的 天体。密度小，体积和质量都很大。

③行星：指自己本身不发光，沿着固定的 轨道围绕 运动的球状天体。

④流星体

⑤彗星：绕太阳运行的一种天体，体积大，密度很小，具有云雾状的外表。大部分彗星的运行轨道是扁长的 形，

哈雷彗星的公转周期约为 年。

思考 下图为“彗星结构示意图”，写出 A、B代表的结构名称，并试着

总结 B结构的方向和长度有什么规律。

2．天体系统

(1)概念

天体之间相互吸引、相互 ，构成不同级别的天体系统。

(2)级别

可观测宇宙
银河系

太阳系
地月系

地球

月球

其他行星系统

其他恒星系统

河外星系

判断

1．北斗七星是一个天体系统。( )
2．河外星系是一个天体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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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阳

1．太阳辐射

(1)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

(2)太阳的能量来源：核心物质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经 反应产生巨大能量。

(3)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①直接为地表提供 和热能，维持地表温度，为生物繁衍生长、大气和 等提供能量。

②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煤炭和 ，其能量也来自太阳辐射。

③ 作为一种新能源，有丰富、廉价、清洁等特性。

判断

1．日地距离是 1天文单位。( )
2．地球上看见的太阳光线是大约 8分钟之前离开太阳表面的。( )
3．人们使用的煤炭和石油来自地下，和太阳辐射无关。( )
4．太阳能丰富、廉价，但易污染。( )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天体和天体系统的判断

北半球有三大著名流星雨，其中双子座流星雨颜色偏白、流星体速度较慢、亮流星多，非常适合我国天文

爱好者观测。2019年双子座流星雨于北京时间 12月 14日凌晨 3时达到极盛，每小时流星数在 120颗左右。

1．结合示意图，判断图中各事物是否都是天体，并说明理由。

2．双子座是天体系统吗？为什么？

3．读下图，思考目前人类认识到的天体系统从高级到低级有哪些？

学法指导：

1．“三看法”巧判天体

一看其是不是宇宙中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是天体，现象不是天体。例如，星际物质尽管用肉眼看不见，但它

是天体。

二看其是不是某一天体的一部分，天体的一部分不能称为天体。例如，月球表面的岩石是月球的一部分，不是

天体。

三看其是否位于地球大气层之外。例如，宇宙飞船在太空中运行时是天体，返回到地面就不是天体。

2．“两要”判天体系统

(1)要相互吸引：天体之间都存在万有引力。一般构成天体系统的天体之间应存在相互吸引的关系。

(2)要相互绕转：只吸引不绕转的天体之间不能构成天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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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二：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1．读“我国到达地面的年太阳辐射总量分布图”，回答下列问题。

我国到达地面的年太阳辐射总量分布图

(1)简述我国年太阳辐射总量的空间分布规律。

(2)纬度大致相当的重庆、拉萨两地的年太阳辐射总量差异很大，请简述其原因。

(3)请列举两种在生活中利用太阳能的实例。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读“英仙座流星雨景观示意图”，回答 1～2题。

1．图示流星体属于( )
A．绕地球公转的天体 B．绕太阳公转的天体

C．绕月球公转的天体 D．太阳系外的天体

2．冲向地球的流星体绝大部分都在大气层中燃烧掉了，其产生的地理意义是
( )
A．使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升高

B．减少紫外线对地球生物的伤害

C．减少了小天体对地球表面的撞击

D．使地球表面昼夜温差不至于过大

读“天体系统的层次图”，回答 3～5题。

3．图中甲、乙、丙、丁所代表的天体系统名称分别是( )
A．河外星系、银河系、太阳系、地月系

B．银河系、河外星系、太阳系、地月系

C．太阳系、河外星系、银河系、地月系

D．银河系、太阳系、地月系、河外星系

4．从天体系统级别来看，甲、乙、丙、丁属于同一级别的是( )
A．甲与乙 B．丙与丁

C．乙与丙 D．乙与丁

5．图中天体系统包括( )
A．1级 B．2级 C．3级 D．4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