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精选10
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一

知识摘要

1.天体和天体系统

2.天体类型及特征

3.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4.太阳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5.地球的普通性与特殊性以及地球拥有生命的条件

知识结构

一、宇宙

1、天体：概念和类型

2、天体系统：概念和级别

二、太阳



1、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2、太阳活动

(1)太阳大气的分层及活动

a光球层：太阳黑子

b色球层：耀斑和日饵

c日冕层：太阳风

(2)对地球的影响

a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短波通信

b磁暴和极光

c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二、地球

1、普通性

(1)九大行星共有同向性、近圆性、共面性特征

(2)按结构分类，属于类地行星

2、特殊性

(1)有生命存在

(2)有生命存在



第三节地球的运动

知识摘要

1.地球自转的方向、周期、速度等特征

2.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昼夜交替、地方时差、地转偏向力

3.地方时、区时的计算;日界线

知识结构

一、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自北极上空向下看呈逆时针方向，南极
反之

(2)周期：恒星日：23时56分04秒

(3)速度：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大小及分布规律

2、意义

(1)产生昼夜交替

(2)产生时差：

a地方时：经度每隔15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东早西晚

b时区的划分：全球每隔15度划分成一个时区全球划分成24个
时区

c区时的计算：每个时区的中央经线的地方时作为本区的区时



d国际日期变更线：大致与180度经线重合，西比东日期多一
天

(3)水平运动的物体发生偏向：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
赤道上不偏向

知识摘要

1.地球公转的方向、周期、速度、轨道等特征

2.黄赤交角及其影响

3.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昼夜长短
的变化、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知识结构

一、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

(2)速度：1月初在近日点附近，速度较快;7月初在远日点附
近，速度较慢

(3)周期：回归年：365日5时48分46秒

2、黄赤交角

(1)概念：黄道平面和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

(2)度数：目前是23°26′

(3)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



3、地理意义

(1)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

(2)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3)四季的划分：天文四季;气候四季;我国传统四季;候温四
季

第二章地球上的大气

知识摘要

1.大气圈的组成与结构;低层大气的组成，干洁空气的主要成
分及作用;大气的垂直分层及特征。

2.大气的受热过程;全球性大气环流及气压带风带。

3.大气运动，大气运动的基本形式。

4.常见的天气系统，副热带高压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
伏旱。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二

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天体系统：运动着的天体与天体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绕转而
形成的不同级别的天体系统。

?昼夜长短的分布：

?太阳直射点在哪个半

球，



哪个半球昼长夜短?太阳直射点向哪个半

球

移动，这个半球的昼就渐长。

第四节地球的圈层结构

?地球的内部圈层

? ? ?

地震波：当地震发生时，地下岩层受到强烈的冲击会产生弹
性震动，并以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即地震波。

特性：纵波：速度快，可通过固液气传播

横波：能量大，只能在固体中传播

地壳：地面以下，莫霍界面以上部分，由岩石组成。大陆部
分的平均厚度为33km

地幔：莫霍界面以下，古登堡界面以上。在上地幔的上部，
有一个物质呈融熔状态的软流层，一般认为软流层是岩浆和
地震的发源地。岩石圈：软流层以上部分，物质由岩石组成。
包含地壳。

地核：外核部分呈液态(因为横波不能通过)，内核为固态。

?地球的外部圈层：大气圈、水圈、生物圈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三

20__年下学期我担任了高一地理备课组长的工作，任务艰巨，
在与诸位地理教师的协同合作下，明确职责，脚踏实地的工



作，各项教学活动开展的井井有条，现将一学期的具体工作
总结。

一、积极参加课改培训，加强理论学习、促进观念转变根据
学校的统一安排，我与备课组其他老师顶高温冒酷暑在暑期7
月31日至8月2日奔赴泉州市泰和大酒店参加了高二地理学科
新课改培训。三天培训期间，通识培训，对《普通高中课程
方案(实验)》进行了解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的专家从教材编写方面对人教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
教科书必修《地理2》、《海洋地理》《自然灾害与防治》的
设计思想和教材内容作了介绍;广东省的一线教师介绍了课改
实验区的教学经验和教训;省地理教研员对普通高中新课程实
验地理学科的开设时间、方式、课时安排、教学和教研等提
出了指导意见;科学的培训使我们对国家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
的背景、理论、目标、策略、步骤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
理论学习的加强是走进新课程的第一重要关口。

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及高一地理备课组长的工作本学期切
切实实做好高中地理会考工作，力争全部学生达标，重点做
学习困难学生的工作。注重对高二文科班打好基础及培优，
组织高一备课组成员做好下列工作：

1、学习地理课程标准，做好新课程培训工作认真学习和钻研
学科课程标准新教材，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反
思与调整，力求实现突破课改中的重点和难点。

2、安排每一个星期的教学进度、课时安排，每堂课的大致上
法，从而保证十个班级的教学进度一致。高一备课组内，每
位科任老师上俩次公开课，取长补短，教学相长。

3、做好期中、期末复习工作、认真学习考试说明，探讨复习
教学策略，做好期中、期末考试的组织、阅卷、分数统计和
阅卷分析等有关工作。



4、抓教学常规组织有关学习活动，多研究探索教法，不断提
高课堂效益，研究学法，将如何引导学生改善学习方式，促
进学习方式多元化，为研究重点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主要措施：培养良好的道德规范和学习习惯，在教学中多采
用启发式创造性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动脑思考、大胆想象、
主动参与。课堂上精心设计各种丰富多彩“任务性”活动，
设计各种真实的活动，通过各种实践，达到有利于学生综合
能力提高的目的。

三、投身单元备课活动，研究新课标、把握新教材为了更快
更好的适应新课改的要求，早在暑期培训期间高一地理备课
组就拟订了针对必修《地理1》的备课畅想，开学后及时制定
了周密详细的计划并已把任务落实。安排我承担第一章三、
四两节与第五章的集体备课主讲任务。备课组采用“个人精
备-集体研讨-个人修改”的备课新模式，发挥了个人的优势
和特色，整体提高了备课效率。通过举办组内备课活动，老
师之间的交流、研讨、相互借鉴的机会增多，对更好的把握、
驾驭新教材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几次集体备课活动
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师的研究视野也开阔了，目光更
明亮了，把握新课程的能力增强了。此外还积累搜集了大量
的可共享交流的课程资源。

四、寻求理念与课堂的最佳契合，发现问题、找出困惑新课
改实施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涌现，经过多次认真分析总结，
本学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问题：

1、课时紧张与教学任务繁重的矛盾

2、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较大，“一言堂”“满堂灌”仍然
存在

3、初高中地理衔接问题和矛盾突出

4、配套习题难度较大，与教学进度不统一问题回首这即将过



去的一学期，各项工作扎扎实实、井井有条，这让我略感欣
慰。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四

时常飞逝，紧张而又繁忙的一学期即将结束，回首这一学期
的工作，忙中有乐，忙中有得。本学期我主要承担高二六个
班的地理教学工作。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领导一学期来给我
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各位班主任老师和各位同仁给我工作上
的支持和鼓励。下面，我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这一学期我
的工作情况。

一、认认真真付出，踏踏实实工作

对于我们一线教师来说，教学工作是本学期工作中的重点，
因此我本学期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教学工作这一中心工作服
务的。

首先，我作到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认真钻研新教材的体系、
知识结构，针对学生的特点，备课时便想好每一个环节用什
么方法去创设情境，如何利用多媒体课件去激发学生兴趣。
因此我本学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制作课件，我力求每一节
课的课件都能用flash制作成动态，这样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虽然在进行课件的思路创作和具体制
作时，花费了我大量的课后时间，有时很累，但是当我在课
堂上看到因为我的课件而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学习情绪空
前高涨时，我觉得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再苦再累都值得。
我的课件不但得到了学生的喜爱，也得到了教研员和区内同
行的认可，本学期我参加了__市优质课特等奖的评选，最终
获得了__市第二名的好成绩。其实我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面
才刚刚起步，今后我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钻研，为了提升自
己的能力，我积极参加了校课题《自主发展，人文见长》课
题的研究。



其次，本学期在自己备好课，上好课的同时，为了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我经常听课，比如这学期我去45中听了__市优质
课评选选手的地理课，还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四杯赛”
听评课活动。这些课对我来说都是受益非浅，共计这学期我
听了30节课，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次，为了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业务技能，本学期坚持认
真学习，把学习当作自己的一种责任，在学习过程中我一直
坚持这样的学习策略：基本理论笃学;本职业务深学;修身知
识勤学;急需知识先学。我常读的刊物是《中学地理教学参
考》、《地理教育》、《人民教育》及一些相关的教辅材料
及自己构买的有关新课程的书。我在今后也要坚持让读书成
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二、坚持教学策略，向45分钟要质量。

本学期我们组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课堂达成率，在这
方面，我们曾经在组里讨论过，听了同行的做法，有很大启
示，可以说每一节课我都在注重这个问题的研究与落实。比
如：课前提问，有时以大屏幕的方式出题让学生口答，有时
让学生拿出小条来答。上课时注重分层次教学和多媒体的使
用，激发学生兴趣，第一节新课下课前5分钟左右都要对本节
课进行复习巩固和测查。尤其是尖子学生做到课前提问，巩
固练习时还要提问。在上课过程中还注意兼顾中等学生和较
差的学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就让那些学习较差的学
生来回答，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我教的班级分为两种，普通班和实验班，这就给我的教学带
来一个问题，如果同样备课快班学生觉得吃不饱，而普班学
生又觉得吃不了，因此我发现这个问题后从开学初第一周的
第二课时开始便作调整，同样的课我要备两套教案，快班学
生注重知识的扩展和加深，普班学生注重基础知识的夯实。
在普班，有一部分学生不爱学习，我就将学习好的学生与学
习差的学生结成对子，尤其是在期中期末复习时，让学生好
的学生对自己结对的伙伴实行监督、考核，然后我在上课时



抽查。这种方法很适用，并取得了可喜成绩，通过一学期的
教学实践，我感觉到我所教的班级课堂达成率有所提高。但
还需要继续学习与研究，因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说，
有时新课内容较多时，便没有时间检测课堂达成率。

三、下学期的教学计划

本学期在班主任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的教学成绩取得了很
大进步，在期末质量临测中成绩比较突出。

我在下学期的工作中，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教学质量：

1.在课堂上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课堂内容，改变知
识呈现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精选单元练习题，进行阶段性同步练习。

3.多听杨老师和其他地理教师的课，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取
长补短,共同进步。

总之，在下学期的教学中，我还要坚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
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提高的原则，以崭新的姿态去迎
接新学年的到来。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五

第一章行星地球

第一节宇宙中的地球

第二节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知识摘要



1.天体和天体系统

2.天体类型及特征

3.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4.太阳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5.地球的普通性与特殊性以及地球拥有生命的条件

知识结构

一、宇宙

1、天体:概念和类型

2、天体系统:概念和级别

二、太阳

1、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2、太阳活动

(1)太阳大气的分层及活动

a光球层:太阳黑子

b色球层:耀斑和日饵

c日冕层:太阳风

(2)对地球的影响

a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短波通信



b磁暴和极光

c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二、地球

1、普通性

(1)九大行星共有同向性、近圆性、共面性特征

(2)按结构分类，属于类地行星

2、特殊性

(1)有生命存在

(2)有生命存在

第三节地球的运动

知识摘要

1.地球自转的方向、周期、速度等特征

2.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昼夜交替、地方时差、地转偏向
力

3.地方时、区时的计算;日界线

知识结构

一、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自北极上空向下看呈逆时针方向，南极
反之

(2)周期:恒星日:23时56分04秒

(3)速度: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大小及分布规律

2、意义

(1)产生昼夜交替

(2)产生时差:

a地方时:经度每隔15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东早西晚

b时区的划分:全球每隔15度划分成一个时区全球划分成24个
时区

c区时的计算:每个时区的中央经线的地方时作为本区的区时

d国际日期变更线:大致与180度经线重合，西比东日期多一天

(3)水平运动的物体发生偏向: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
赤道上不偏向

知识摘要

1.地球公转的方向、周期、速度、轨道等特征

2.黄赤交角及其影响

3.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昼夜长短的
变化、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知识结构

一、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

(2)速度:1月初在近日点附近，速度较快;7月初在远日点附近，
速度较慢

(3)周期:回归年:365日5时48分46秒

2、黄赤交角

(1)概念:黄道平面和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

(2)度数:目前是23°26′

(3)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

3、地理意义

(1)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

(2)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3)四季的划分:天文四季;气候四季;我国传统四季;候温四季

第二章地球上的大气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六

知识摘要



1.天体和天体系统

2.天体类型及特征

3.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4.太阳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5.地球的普通性与特殊性以及地球拥有生命的条件

知识结构

一、宇宙

1、天体:概念和类型

2、天体系统:概念和级别

二、太阳

1、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2、太阳活动

(1)太阳大气的'分层及活动

a光球层:太阳黑子

b色球层:耀斑和日饵

c日冕层:太阳风

(2)对地球的影响

a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短波通信



b磁暴和极光

c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二、地球

1、普通性

(1)九大行星共有同向性、近圆性、共面性特征

(2)按结构分类，属于类地行星

2、特殊性

(1)有生命存在

(2)有生命存在

第三节地球的运动

知识摘要

1.地球自转的方向、周期、速度等特征

2.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昼夜交替、地方时差、地转偏向
力

3.地方时、区时的计算;日界线

知识结构

一、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自北极上空向下看呈逆时针方向，南极
反之

(2)周期:恒星日:23时56分04秒

(3)速度: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大小及分布规律

2、意义

(1)产生昼夜交替

(2)产生时差:

a地方时:经度每隔15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东早西晚

b时区的划分:全球每隔15度划分成一个时区全球划分成24个
时区

c区时的计算:每个时区的中央经线的地方时作为本区的区时

d国际日期变更线:大致与180度经线重合，西比东日期多一天

(3)水平运动的物体发生偏向: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
赤道上不偏向

知识摘要

1.地球公转的方向、周期、速度、轨道等特征

2.黄赤交角及其影响

3.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昼夜长短的
变化、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知识结构

一、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

(2)速度:1月初在近日点附近，速度较快;7月初在远日点附近，
速度较慢

(3)周期:回归年:365日5时48分46秒

2、黄赤交角

(1)概念:黄道平面和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

(2)度数:目前是23°26′

(3)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

3、地理意义

(1)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

(2)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3)四季的划分:天文四季;气候四季;我国传统四季;候温四季

第二章

知识摘要

1.大气圈的组成与结构;低层大气的组成，干洁空气的主要成
分及作用;大气的垂直分层及特征。



2.大气的受热过程;全球性大气环流及气压带风带。

3.大气运动，大气运动的基本形式。

4.常见的天气系统，副热带高压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
伏旱。

知识结构

一、大气的成分

1、干洁空气：氮、氧、二氧化碳、臭氧

2、水气

3、固体杂质

二、大气圈的结构

1、对流层

2、平流层

3、高层大气

三、大气运动的原因

1、根本原因：冷热不均

2、水平运动直接原因：同一水平面气压差异

3、水平运动原动力：水平气压梯度力

四、大气水平运动受力



1、水平气压梯度力：决定原始风向、风速

2、地转偏向力：改变风向，不改变风速

3、摩擦力：改变风向，减小风速

五、大气环流

1、三圈环流的形成和分布：低纬、中纬、高纬

2、季风环流

(1)成因：海陆热力性质差异;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

(2)分布：东亚：温带季风气候;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六、海陆分布影响环流

1、北半球气压带呈块状分布

(1)一月，大陆上是高压，海洋上是低压

(2)七月，大陆上是低压，海洋上是高压

2、南半球气压带呈带状分布

七、常见天气系统

1、锋面

(1)冷锋

(2)暖锋

(3)准静止锋



2、气旋与反气旋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七

滑坡破坏和掩埋农田、建筑物和道路，造成人员伤亡

泥石流堵塞江河、摧毁城镇村庄、破坏森林、农田、道路，
危害生命财产、生产以及环境

16、地理环境各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地理环境要素组成：大气、水、岩石、地貌、生物和土壤

地理环境四大循环：大气循环、水循环、生物循环和地质循
环

陆地环境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构成了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其中某一要素的改变会导致其他要素甚至整体环境的改变

17、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即自然带的分布规律)

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或海拔不同气候(水热组合)等要素的不
同自然带

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因太阳辐射的纬度变化(热量差异
为主)

由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因海陆分布，由沿海向内陆的变化
(水分差异为主)

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由山麓到山顶的水热差异;与(1)的规
律近似



流动转化，从而把地理环境中有机界和无机界联系起来。

改造三大圈层，地球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适宜人类
生存的地理环境

大气圈成分的改变;

陆地水成分的改变;绿色植物参与水循环，改善了陆地水分状
况

生物出现后加快了岩石风化，促进了土壤的形成;沉积岩多是
在生物的参与下形成的

环境效益(因地而异)：

b城市绿地具有吸烟除尘、过滤空气、降低噪音及美化环境的
作用

生物对环境的指示作用

骆驼刺——干旱环境;荷花——水湿环境;

“枣发芽，种棉花”——植物对气候的指示;

矮牵牛叶片受损——二氧化硫污染的指示

11、土壤的形成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

形成过程：

风化低等生物着生高等植物着生

岩石成土母质原始土壤成熟土壤

生物在土壤形成过程起着主导作用



低等植物和微生物在母质上着生，标志成土的开始

生物的出现，使岩体风化加快，母质肥力不断发展;

生物对母质的改造：一是有机质的积累过程;二是养分元素的
富集过程

选择性吸收光合作用

矿物养分植物有机质

土壤肥力腐殖质

土壤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

土壤是地表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非常活跃的场所，是联系有
机界和无机界的中心环节;

土壤具有能够生长植物的肥力特性，为植物生长提供条件，
从而使地表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12、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待查)

自然资源能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原料、能源和必不可少的
物质条件;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投入

13、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海洋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
矿物资源的特征和组成

(1)陆地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属性组成共性特征



气候资源可再生光、热量、降水、风等

水资源可再生

生物资源可再生

矿物资源非可再生

(2)海洋资源

类型组成特征

海洋化学资源食盐、镁、溴、淡水等

海洋生物资源鱼、虾、贝、藻等海洋渔业资源主要集中在沿
海大陆架海域

海洋矿产资源大陆架：油、气等滨海带：砂矿海盆：锰结核

海洋能源潮汐发电和波浪发电等可再生、能量密度小、无污
染目前工程投资大、效益不高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八

摘要：要学好高中课程，不仅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还要有
勤奋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为大家分享高中地理必
修一知识点，供您参考!

第一章 行星地球

第一节 宇宙中的地球

第二节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知识摘要

1.天体和天体系统

2.天体类型及特征

3.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4.太阳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5.地球的普通性与特殊性以及地球拥有生命的条件

知识结构

一、 宇宙

1、天体：概念和类型

2、天体系统：概念和级别

二、太阳

1、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2、太阳活动

(1)太阳大气的分层及活动

a光球层：太阳黑子

b色球层：耀斑和日饵

c日冕层：太阳风

(2) 对地球的影响



a 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短波通信

b 磁暴和极光

c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二、 地球

1、普通性

(1)九大行星共有同向性、近圆性、共面性特征

(2)按结构分类，属于类地行星

2、特殊性

(1)有生命存在

(2)有生命存在

第三节 地球的运动

知识摘要

1.地球自转的方向、周期、速度等特征

2.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昼夜交替、地方时差、地转偏向力

3.地方时、区时的计算;日界线

知识结构

一、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方向：自西向东，自北极上空向下看呈逆时针方向，南极
反之

(2) 周期：恒星日：23时56分04秒

(3)速度：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大小及分布规律

2、意义

(1)产生昼夜交替

(2)产生时差：

a地方时：经度每隔15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东早西晚

b时区的划分：全球每隔15度划分成一个时区全球划分成24个
时区

c区时的计算：每个时区的中央经线的地方时作为本区的区时

d国际日期变更线：大致与180度经线重合，西比东日期多一
天

(3)水平运动的物体发生偏向：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
赤道上不偏向

知识摘要

1.地球公转的方向、周期、速度、轨道等特征

2.黄赤交角及其影响

3.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昼夜长短
的变化、四季和五带的划分



知识结构

一、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1、概况

(1) 方向：自西向东

(2)速度：1月初在近日点附近，速度较快;7月初在远日点附
近，速度较慢

(3)周期：回归年：365日5时48分46秒

2、黄赤交角

(1)概念：黄道平面和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

(2)度数：目前是23°26′

(3)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

3、地理意义

(1)正午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

(2)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3)四季的划分：天文四季;气候四季;我国传统四季;候温四
季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知识摘要

1. 大气圈的组成与结构;低层大气的组成，干洁空气的主要



成分及作用;大气的垂直分层及特征。

2. 大气的受热过程;全球性大气环流及气压带风带。

3. 大气运动，大气运动的基本形式。

4. 常见的天气系统，副热带高压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
伏旱。

更愿意与朋友谈心 67%孩子不跟父母沟通

昨日，本报请一些专家对这些问题孩子的案例进行把脉。专
家们分析，青少年的叛逆行为多是和家长沟通不畅造成的。
福建警官学院的张昌荣教授做了一个《平安福建对策研究》
的课题，调查了全市近万名学生，当问到学生有问题会跟谁
沟通时，仅有33%的孩子表示会跟父母沟通。而心理医生指出，
对孩子的异常如果能早点发现并介入，悲剧就不会发生。

福建警官学院教授张昌荣：孩子跟朋友沟通比跟父母多

我们的调查中，有52%的孩子选择与朋友沟通，仅33%的孩子
表示会跟父母沟通，仅13%的孩子会跟沟通。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不愿意甚至不敢和父母沟通?根源不都在孩
子身上。有的家长认为孩子不听话，对他们打骂，有的父母
则根本不知道孩子心里在想什么。久而久之，孩子自然不愿
也不敢和父母沟通交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孩子
遇到问题时更愿意选择同龄人，当沟通对象是问题少年时，
他们会从这些问题少年身上找到情感诉求，形成情感依赖，
很快与这些人成了朋友、哥们。

要改变这种状况，父母需要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作为父母，我们太少和孩子交流了，16岁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心理上非常要求被认同，像大人一样得到尊重,高中政治，譬
如答应女友自杀，就要“言必行，行必果”，证明自己有能
力做到。

这个时候的孩子很容易冲动，受到一点点挫折，就感觉人生
无望。父母应该适当给孩子一点挫折教育，这种挫折教育，
不是强加在孩子身上，一定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对
孩子的某些天真的想法，明知道他做不到，还是赞成他去做，
等他被现实打击了，再引导他知道，生活中不是任何事情都
顺应你意的。

孩子有意或无意地顶撞家长，是很正常的寻求心理平衡和自
我价值的方式。当这种认可得不到满足时，孩子会把这种需
求带到下次行为过程中，或者隐藏起来，等自我力量加大时
再得以延续和实现，有的孩子则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得以实现，
如唱歌等。

在这段时间，如果父母很少过问孩子的事情，对孩子放任自
流，他们就极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有的很叛逆甚至走上犯
罪道路，有的又很脆弱，经历一点挫折便难以自拔，甚至采
取自杀这种极端行为以求解脱。

“并不是给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就是对他们很关爱了，他们需
要的是心理上的关爱。”毛朝灼说。

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医生森：自杀前有征兆，家长应
及早干预

从医学心理的角度看，李昱已经得了“重度抑郁症”，其实
是有药物可以帮助他的，可惜包括父母和好友在内的人们，
都不知道他qq空间发出的预警。

这种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往往在自杀前有很多怪异的行为，
比如脾气变得暴躁、容易与家长有对抗情绪等。李昱在qq空



间写日记最大的目的是想让他最亲最好的朋友看到，这就是
一种自杀前的暗示，可惜家长好友都错过了这种暗示，因为
情感上得不到满足，病人的孤独感加深，从而直接得出被世
界抛弃的想法。

青少年抑郁症问题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家长。第一，家长避讳
孩子谈死亡问题;第二，遇问题，更多人是直接训斥，而不是
进行朋友式的对话;第三，知道孩子有抑郁症，家长瞒着孩子
直接向医生“点菜”开药，甚至有些家长给孩子用药只是象
征性的，随意中断治疗导致情况恶化。

相关链接：

专家点睛：五点建议助高三生缓解新学期紧张

不同群体的高考生及家长压力把脉(图表)

中国高考生压力最大的十个省份调查(图表)

学会编织知识网

2007年内蒙古理科状元 高鹏?

1.关于物理?

2.关于化学?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九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宇宙是物质的、运动的

宇宙中物质的存在形式：天体(会举例：恒星等;还有星际空



间的气体和尘埃)

天体之间相互吸引和绕转形成：天体系统

天体系统的层次：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总星系

河外星系——总星系

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地球的宇宙环境、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

太阳系图：八大行星按结构特征的分类及各自的成员(地球的
普通性)

小行星带的位置

彗星

中心天体：太阳(质量最大)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地球的特殊性)

宇宙环境的原因：八大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太阳光照稳
定

地球自身的原因：适宜的日地距;适宜的体积与质量

太阳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重大的影响

来源：太阳中心的核聚变

影响：是自然界水、大气、生物循环的主要动力;生产和生活
的能量(太阳能和化石燃

料)



太阳黑子和耀斑对地球的影响

太阳大气分层太阳活动类型太阳活动比较对地球影响

光球层黑子多少和大小是太阳活动强弱的标志对气候：降水
与黑子数的相关性干扰

电离层，影响短波通讯干扰地球磁场，引起磁暴

色球层耀斑最强烈的太阳活动显示;但两者常相伴出现，活动
周期为

地球自转的方向及周期

自转方向：自东向西;北极逆时针;南极顺时针

周期：1个恒星日

昼夜更替和地方时产生的原因——地球自转产生的现象之一、
二

昼夜更替

晨昏线的含义、位置

太阳高度的概念：昼半球和夜半球的太阳高度?晨昏线上的太
阳高度=0

昼夜更替的周期及意义：1个太阳日(24小时)

不同经度地方时不同

自西向东自转：地方时东早西晚;每15经度地方时差1小时

地转偏向力对地表水平运动物体的影响——地球自转产生的



现象之三

南半球左偏;北半球右偏;赤道处不偏

影响：风向;洋流;河流两岸冲刷和泥沙堆积状况

地球公转的方向、轨道、周期、黄赤交角

公转方向：同自转相同

公转轨道：近似正圆的椭圆;近日点和远日点的位置及大致日
期

周期：1个恒星年

速度的变化：近日点最快;远日点最慢

黄赤交角(体现自转和公转的关系)

重视黄赤交角的立体图和平面图：

理解图上重要的点、线、面、角及其关系，并要求会画、会
描述

地轴、晨昏线、赤道面、黄道面、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
太阳直射光线(点)

黄赤交角与地轴的轨道倾角的关系

黄赤交角的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地表位置的移动——地表太
阳辐射量的时间分配变化

明确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及周期：——以1回归年为周期，
在南北回归



线间往返移动(线上有一次直射;线间有两次直射)

黄赤交角的变化会导致五带范围的什么变化?

“二分二至图”

地球位置及相应的日期和节气、公转方向、地轴指向、近远
日点的大致位置、公转速度

的变化

10、四季与五带的形成

地球公转产生的地理现象

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周年变化：

同日不同纬度的分布规律：由直射点所在纬线向南北降低(二
分二至日)

同纬度不同季节的变化：近大远小(6月22日前后?12月22日前
后?)

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直射点所在半球昼长于夜，纬度越高昼越长

直射点移向的半球昼渐长

6月22日前后，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最长夜最短，北
极圈及其以内有极昼

12月22日前后，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最短夜最长，北
极圈及以内有极夜



春秋分日?——全球各地昼夜平分

赤道?——全年昼夜平分

四季的划分：(中纬度明显)

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太阳最高、白昼最
长的时间为天文夏季

太阳最低、白昼最短的时间为天文冬季

2高一地理的知识点具体的总结

春秋是其中的过渡

三种四季;24节气

五带的划分：

昼夜长短和太阳高度的纬度分布状况——太阳辐射量由低纬
度向高纬度递减——五带

形成

五带界线及各自现象;五带是气候划分和自然带划分的基础

11、宇宙探测的意义和现状

了解地球的宇宙环境;开发宇宙资源(空间资源及特点、太阳
能资源、矿产资源)

高中地理必修二教学总结篇十

一、第一单元宇宙环境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宇宙是物质的、运动的宇宙中物质的存在形式：天体(会举例：
恒星等;还有星际空间的气体和尘埃)

天体之间相互吸引和绕转形成：天体系统

天体系统的层次：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总星系

河外星系——总星系

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地球的宇宙环境、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

太阳系图：八大行星按结构特征的分类及各自的成员(地球的
普通性)

小行星带的位置

彗星

中心天体：太阳(质量最大)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地球的特殊性)

宇宙环境的原因：八大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太阳光照稳
定

地球自身的原因：适宜的日地距;适宜的体积与质量

太阳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重大的影响

来源：太阳中心的核聚变

影响：是自然界水、大气、生物循环的主要动力;生产和生活



的能量(太阳能和化石燃

料)

太阳黑子和耀斑对地球的影响

太阳大气分层 太阳活动类型 太阳活动比较 对地球影响

光球层 黑子 多少和大小是太阳活动强弱的标志 对气候：降
水与黑子数的相关性干扰

电离层，影响短波通讯干扰地球磁场，引起磁暴

色球层 耀斑 最强烈的太阳活动显示;但两者常相伴出现，活
动周期为11年

地球自转的方向及周期

自转方向：自东向西;北极逆时针;南极顺时针

周期：1个恒星日

昼夜更替和地方时产生的原因——地球自转产生的现象之一、
二

昼夜更替

晨昏线的含义、位置

太阳高度的概念：昼半球和夜半球的太阳高度?晨昏线上的太
阳高度=0

昼夜更替的周期及意义：1个太阳日(24小时)

不同经度地方时不同



自西向东自转：地方时东早西晚;每15经度地方时差1小时

地转偏向力对地表水平运动物体的影响——地球自转产生的
现象之三

南半球左偏;北半球右偏;赤道处不偏

影响：风向;洋流;河流两岸冲刷和泥沙堆积状况

地球公转的方向、轨道、周期、黄赤交角

公转方向：同自转相同

公转轨道：近似正圆的椭圆;近日点和远日点的位置及大致日
期

周期：1个恒星年

速度的变化：近日点最快;远日点最慢

黄赤交角(体现自转和公转的关系)

重视黄赤交角的立体图和平面图：

理解图上重要的点、线、面、角及其关系，并要求会画、会
描述

地轴、晨昏线、赤道面、黄道面、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
太阳直射光线(点)

黄赤交角与地轴的轨道倾角的关系

黄赤交角的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地表位置的移动——地表太
阳辐射量的时间分配变化



明确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及周期：——以1回归年为周期，
在南北回归

线间往返移动(线上有一次直射;线间有两次直射)

黄赤交角的变化会导致五带范围的什么变化?

“二分二至图”

10、四季与五带的形成地球公转产生的地理现象

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周年变化：

同日不同纬度的分布规律：由直射点所在纬线向南北降低(二
分二至日)

同纬度不同季节的变化：近大远小(6月22日前后?12月22日前
后?)

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直射点所在半球昼长于夜，纬度越高昼越长

直射点移向的半球昼渐长

6月22日前后，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最长夜最短，北
极圈及其以内有极昼

12月22日前后，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最短夜最长，北
极圈及以内有极夜

春秋分日?——全球各地昼夜平分

赤道?——全年昼夜平分



四季的划分：(中纬度明显)

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太阳最高、白昼最
长的时间为天文夏季

太阳最低、白昼最短的时间为天文冬季

二、第二单元大气环境

1、大气的组成及氮、氧、二氧化碳、水汽、臭氧和固体杂质
等主要成分的作用

低层大气组成：稳定比例的干洁空气(氧氮为主)、含量不稳
定的水汽、固体杂质

氮--生物体基本成分

氧--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

二氧化碳--光合作用原料;保温作用

臭氧--地球生命保护伞，吸收紫外线

水汽和固体杂质--成云致雨;杂质：凝结核

2、大气的垂直分层及各层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大气分层气温随高度变化气流状况其它特征与人类关系

对流层越高越低对流占3/4大气质量;水汽和尘埃;各纬度层高
不一致天气现象

平流层越高越高平流高空飞行;存在臭氧层

高层大气存在电离层(无线电通讯;太阳活动干扰短波通讯



3、大气的受热过程

(1)根本能量源：太阳辐射(各类辐射的波长范围及太阳辐射
的性质--短波辐射)

(2)大气的受热过程(大气的热力作用)--太阳晒热大地，大地
烤热大气

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三种形式及各自现象(用实例说
明)

影响削弱大小的主要原因：太阳高度角(各纬度削弱不同)

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

了解地面辐射(红外线长波辐射);大气辐射(红外线长波辐射)

保温作用的过程：大气强烈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大气逆辐射将
热量还给地面

(图示及实例说明--如霜冻出现时间;日温差大小的比较)

保温作用的意义：减少气温的日较差;保证地球适宜温度;维
持全球热量平衡

4、大气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的成因

(1)大气运动的根本原因：冷热不均(各纬度之间;海陆之间)

(2)大气运动形式：

最简单形式：热力环流(图示及说明);举例：城郊风;海陆风;
季风主要原因

热力环流分解：冷热不均引起大气垂直运动



水平气压差水平气流由高压流向低压

大气水平运动(风)：

形成风的根本原因：冷热不均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水平压差(或水平气压梯度力)

影响风的三个力：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地表磨擦力

球实际地表气压场中的某点风向的画法

5、三圈环流与气压带、风带的形成(1)无自转，地表均匀--
单圈环流(热力环流)

(2)自转，地表均匀--三圈环流

地表形成7压6风：纬向分布的理想模式(带状)

各气压带的干湿状况(低压湿;高压干)

各风带的风向及干湿状况(信风一般较干;西风较湿)

(4)海陆分布对气压带和风带的影响：实际地表状况(块状)

最重要的影响：海陆热力差

表现(大气活动中心)：北半球7月(夏季)：亚欧大陆-亚洲低
压;太平洋上高压

北半球1月(冬季)：亚欧大陆-亚洲高压;太平洋上低压

(5)季风环流(重视图示)

概念理解：是全球性大气环流的组成部分;东亚季风最典型



季风的成因：主因--海陆热力差(可解释东亚的冬夏季风;南
亚的冬季风)

南亚夏季风的成因--南半球东南信风北移过赤道右偏成西南
风

(或概括说：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季风的影响：季风的共性特点：雨热同期;降水量季节变化大，
易有旱涝灾

东亚的两种季风气候及各自分布区(以秦淮一线为界);各自气
候特点

--温带季风气候：秦淮以北季风区;冬干冷;夏湿热

高中地理计算公式

1、极昼极夜的范围=90-太阳直射点的度数

2、两点的相对高度公式:相对高度小于(n+1)*等高距，大于
等于(n+1)*等高距。

其中n为等高线的条数。

3、地方时：

(1)根据太阳照射情况形成的时刻，如太阳直射点所在经
线(位于昼半球中央)为12点。(地球自转会造成照射情况的变
化，地方时就变化)

要求：能在任意形式的日照图上读出特殊地方时(如12点、0
点或24点、6点、18点)的分布。



(2)图上计算：

经度每相差15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或1度/4分钟、经度1分/4
秒钟)，东早(加)西晚(减)

注意：过日界线时日期还要再加(向西)减(向东)一天

(3)公式计算：

(甲经度-乙经度)*1小时/15度=甲地方时-乙地方时

注意：东经度写成正数，西经度写成负数。正负经度已经考
虑了日界线两侧的日期差异。

4、时区：

(1)为了各地交往的方便，将全球经度划分为24个时区，各时
区以其中央经线的地方时作为全时区的共用区时。

(2)某经度所在的时区计算：

经度/15度=商.....余数。

如果余数小于7.5，所在时区=商数

如果余数大于7.5，所在时区=商数+15、区时

(1)时区每差1个区，区时相差1小时，东早(多)西晚(少)

注意：过日界线日期要先加减一天

(2)公式计算：

甲时区-乙时区=甲区时-乙区时



注意：东时区写成正数，西时区写成负数。正负数已经考虑
了日界线两侧的日期差别。

6、正午太阳高度：

(1)正午太阳高度是指一天中的最大太阳高度，即地方时12点
时的太阳高度。

(2)图上推导(略)

(3)计算公式(与直射点相比)：

90度-某地h=直射点纬度与某地纬度的角度差的绝对值。

技巧：可以将北纬写成正数，而将南纬写成负数。

(4)计算公式(与任意纬度相比)

甲h-乙h=(甲纬度-乙纬度)的绝对值。

注意：北纬度写成正数，南纬度写成负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