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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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制人：王维中 审核人：李玉军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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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太阳活动的类型及对地球的影响。

2. 运用资料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

的行星。

3. 通过分析地球的宇宙环境，理解地球上出现生命的

原因。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7—10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太阳活动

(1)概念：太阳大气层时常发生的变化。

(2)重要标志： 和 。

(3)分布

字母 A B C

名称 光球层 色球层 日冕层

太阳活动类型 太阳风

(4)周期：约为 年。

(5)对地球的影响

①扰动电离层，影响 通信。

②产生“ ”现象，影响指南针指示方向

的准确性，使信鸽迷路。

③对天气、气候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判断

1．肉眼可见的太阳的光亮表面为光球层。( )
2．太阳黑子出现的区域是黑色不发光的。( )
3．年降水量随太阳黑子数量的增多而增加。( )
4．年降水量随太阳黑子数量的增多而减少。( )
二、地球

1．普通性

(1)公转特征一致：八大行星都围绕太阳公转，公转轨道

均近似圆形，轨道面几乎在同一平面上，绕日公转的方向都是 。

(2)物理性质相似：与水星、金星和火星都是 ，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连线 把行星与其类型连接起来。

2．特殊性

(1)表现：是目前人类发现的太阳系中唯一存在 的天体。

(2)存在生命的条件

①外部条件——安全的宇宙环境：大、小行星各行其道，互

不干扰。

②本身条件——三个“适中”，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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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1．太阳处于壮年期，状态稳定，有利于地球上生命的形成和演化。( )
2．地球质量适中，有利于液态水的存在。( )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太阳系模式图的判读

读“太阳系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1)填写行星名称：B________，D________，E________。
(2)八大行星绕日公转的共同特征具有____________性、____________性、____________性。

(3)图中字母 E所表示的行星，从结构特征来看属于____________行星。

(4)图中虚线是____________的运行轨道，该天体上一次回归地球是在 1986 年，则它下一次回归将在

____________年。

(5)行星 H与地球相比，不能产生生命物质条件最主要的原因表现在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法指导：

1．太阳系的中心天体是太阳，质量占太阳系的 99.86%。

2．八大行星的位置从太阳向外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3．八大行星都围绕太阳公转，且公转的方向相同，都是自西向东。

4．八大行星公转轨道均近似圆形，轨道面几乎在同一平面上，且相邻行星轨道之间的距离越向外越大。

5．小行星带位于火星轨道与木星轨道之间。

6．图示彗星为哈雷彗星，其绕日轨道为椭圆形，其绕日运动方向为自东向西，彗尾长度与其距离太阳远近的关

系为“远短近长”，彗尾方向背向太阳。

探究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1．完成太阳大气层的结构示意图，在图中标出对应的太阳活动。

2．完成下图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学法指导：

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活动类型 位置 形态 活动特征 对地球的影响

太阳黑子 光球层 暗黑斑点
温度比光球层表

面其他区域低

①太阳黑子、耀斑增多→电

磁波扰动地球电离层→无

线电短波通信受影响；

②太阳大气抛出高能带电

粒子→扰乱地球磁场→产

生“磁暴”现象；

③太阳大气抛出高能带电

粒子→与极地高空大气碰

撞→产生极光现象

耀斑 色球层 大而亮的斑块

色球层太阳大气

高度集中的能量

释放过程

日珥 色球层 喷射的气体呈弧状

太阳风 日冕层 带电粒子脱离太阳飞向宇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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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017年 9月 4日至 9月 11日，太阳表面爆发黑子群。下图为“某同学在天文台望远镜中观测黑子后绘制的

太阳黑子位置示意图”。据此回答 1～3题。

1．该同学在望远镜中看到的是太阳的( )
A．光球层 B．色球层

C．日冕层 D．太阳风层

2．下列有关太阳黑子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太阳黑子是太阳活动的主要标志之一

B．从数量众多到数量稀少，太阳黑子的周期约是 11年
C．太阳黑子和耀斑的变化同步起落，说明太阳活动具有差异性

D．太阳黑子是出现在色球层上的黑色区域

3．这次太阳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是( )
①地球上发生“磁暴” ②部分地区的无线电短波通信受到影响 ③可能出现极光现象

④日本阿苏火山喷发 ⑤印度尼西亚爪哇深海发生 6.5级地震

A．①②⑤ B．②③⑤

C．②④⑤ D．①②③

4．读下图，回答下列问题。

(1)哈雷彗星与八大行星公转方向不同，在图中用箭头标出木星和哈雷彗星的绕日公转方向。

(2)图中共包括________级天体系统。

(3)彗星的出现与流星现象在我国古代都被认为与吉凶祸福有关，其实它们都是普通的天体。晴朗的夜空中，我

们看到一闪即逝的现象是______________；拖着长尾的是______________。
(4)木星轨道以内还有________颗行星，它们属于______行星。

(5)如果人类想移居外行星，该行星除了需具备适宜的温度、液态的水以外，还需要具备________________条件。

5．右图是“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图”。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下列字母代表的行星名称。

A________，C________，D________。
(2)在图中绘出土星的公转方向。

(3)小行星带位于________星轨道和________星轨道之间。与 E行星结

构相似的行星是________星。(填行星名称)
(4)试分析地球的宇宙环境及自身特点与生命物质存在条件的关系，并

用直线相连。

①地球磁场 a．地球表面存在大气层

②地球的质量与体积 b．削弱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强度

③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c．水处于液体状态

④地球大气中的臭氧层 d．减少宇宙射线对生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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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课后检测】（作业时长 25 分钟）

2018年 8月 12日发射的帕克太阳探测器被称为“触摸太阳的勇士”，它是第一个穿过太阳日冕层的飞行器，

可承受高达 1 400℃的炽热。下图为 2018年 11月 8日帕克在穿越太阳日冕层时拍摄的照片。据此回答 1～3题。

1．下列有关日冕层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在任何时间肉眼都可见

B．位于太阳大气的最外层

C．与太阳半径相比，日冕层非常薄

D．太阳核聚变反应的场所

2．下列太阳活动出现在日冕层的是( )
A．太阳黑子 B．日珥 C．太阳风 D．耀斑

3．帕克太阳探测器在飞掠太阳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几周后才开始将数据传回地球。

帕克受到的影响最有可能是( )
A．高温使探测器异常 B．极光影响飞行方向

C．地球磁场遭受扰动 D．卫星通信受到干扰

来自欧洲的天文学家宣称，他们在太阳系外距离地球 20.5光年以外的太空发现了一颗与地球颇为相似的行

星，并认为这颗行星可能适合孕育生命。据此回答 4～6题。

4．该行星适合孕育生命的自身内部条件应该主要包括( )
①温度适宜 ②有液态水 ③合适的大气层 ④宇宙环境安全、稳定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5．地球上温度适宜主要取决于( )
①日照条件稳定 ②日地距离适中 ③地球的质量和体积适中 ④地球自转周期适中

A．①④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6．太阳系八大行星中，地球的特殊性是( )
A．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宇宙环境

B．地球的体积和质量与其他行星区别较大

C．公转轨道近圆

D．一颗适合生物生存和繁衍的行星

凌日是指地内行星(运行轨道在地球轨道和太阳之间的行星)在绕日运行时恰好处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这时地

球上的观测者可看到日面上有一个小黑点缓慢移动。当金星与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金星凌

日”现象。据此完成 7～9题。

7．假若发生“金星凌日”现象，则下列四图能正确表示此现象的是( )

8．“金星凌日”时，金星与太阳、地球近乎排成一条直线，这体现的行星运动特征是( )
A．同向性 B．共面性 C．近圆性 D．连续性

9．在质量、体积、平均密度和运动方向等方面与地球极为相似的行星，称为类地行星。下列属于类地行星的是
( )
A．火星 B．土星 C．木星 D．天王星

“生命宜居带”是指恒星周围的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最佳区域。下图为“天文学家公认的恒星周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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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带’示意图”。横坐标表示行星距离恒星的远近，纵坐标表示恒星的大小。结合下图，回答 10～11题。

10．在这个宜居带中，之所以可能出现生命，主要影响因素是( )
A．液态水的存在 B．宇宙辐射的强度

C．行星的体积 D．适宜呼吸的大气

11．如果把太阳系中地球和水星的位置互换一下，则( )
A．地球上将不会有大气

B．地球上将只有固态和晶体物质

C．地球上将会被水淹没，人类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D．地表温度太高，原子无法结合起来形成生物大分子，也就不会有生命物质

2017年 12月 1日傍晚，金星、木星与月亮一起在天空上演“双星拱月”的美妙天象。在月亮左上方不远处，

金星在闪耀，而在金星右上方不远处，明亮的木星像一块宝石。据此回答 12～13题。

12．金星、木星与月球( )
A．均围绕太阳公转 B．均为太阳系中的天体 C．均为行星 D．均无大气层

1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金星和木星为巨行星

B．小行星带位于土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

C．“双星拱月”是指金星和木星绕月球运转

D．金星、木星和月球都是本身不发光的天体

读“太阳、地球和月球位置图”及月球图像照片，回答 14～15题。

14．太阳系的中心天体是( )
A．太阳 B．地球

C．火星 D．月球

15．与地球表面相比，月球表面布满陨石坑，主要原因是( )
A．月球引力比地球大

B．月球没有大气层保护

C．月球表面没有水体覆盖

D．月球表面不是固态

下表示意火星和地球相关数据。据此完成 16～17题。

与太阳

的距离

(天文单位)

质量

(地球为 1)
体积

(地球为 1)
平均密度
(g/cm3)

大气密

度(地球

为 1)

表面均

温(℃)
自转

周期

公转

周期

地

球
1.00 1.00 1.00 5.52 1.00 22(固体

表面)
23时
56分 1年

火

星
1.52 0.11 0.15 3.96 0.01 －23(固

体表面)
24时
37分 1.9年

16与地球相比，火星的( )
A．公转周期较短 B．表面均温较高

C．体积、质量较大 D．平均密度较小

17．与地球“液态水存在”密切相关的是( )
①昼夜更替适中 ②质量、体积适中 ③宇宙环境安全 ④日地距离适中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一颗直径超过 1千米的大型陨石正面撞击地球都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生物灭绝和混乱。2018年 1月 23日，

地球遭到了一颗小行星的撞击，随后小行星坠落在南印度洋海域。幸运的是，这颗小行星只有 2～4米宽，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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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据此回答 18～19题。

18．小行星原来可能位于( )
A．太阳系外 B．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

C．地球轨道和火星轨道之间 D．地球轨道和月球轨道之间

19．地球处在比较稳定和安全的宇宙环境中，其形成条件是( )
①大小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②大小行星的公转方向几乎相同 ③太阳活动不够稳定 ④地球与其他行星

绕日公转的轨道几乎在同一平面上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重达 372千克的铜质撞击器，在距地球约 1.3亿千米处与坦普尔 1号彗

星成功相撞。读图回答 20～21题。

20．彗星由彗头和彗尾两部分构成，在太阳系中彗尾的朝向是( )
A．背向太阳 B．朝向太阳

C．竖直向上 D．竖直向下

21．彗尾是冰物质升华而成，图中甲、乙、丙、丁四点中彗尾最长的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读“太阳系局部图”，阋神星的公转轨道面与地球的公转轨道面倾角为

44°，回答 22～24题。

22．图中的阋神星( )
A．是一颗卫星 B．位于小行星带

C．与八颗行星不具共面性 D．不属于太阳系

23．图中彗星距离太阳较近时，会形成长长的彗尾。彗尾的方向正确的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24．根据彗尾方向大致可以判断( )
A．彗星的公转方向 B．彗星的自转方向

C．彗星距离太阳的远近 D．太阳的方位

2017 年 2 月 23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比利时天文学家团队宣布：在距离地球 39 光年的

“Trappist1”恒星系统的七颗行星中，有三颗位于宜居带。“Trappist1”的质量和表面温度，分别约为太阳的

十分之一和二分之一。如图为“‘Trappist1’天体系统示意图”。据此回答 25～26题。

25．该图所示的天体系统级别类似于( )
A．地月系 B．太阳系

C．银河系 D．河外星系

26．天文学上的“宜居带”是指恒星周围适宜生物繁衍的区域。材料中“宜居带”与“Trappist1”的距离最有

可能( )
A．大于海王星与太阳的距离

B．相当于木星与太阳的距离

C．相当于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D．小于地球与太阳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