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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作用 国土辽阔，区域差异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本单元从总体上介绍我国的区域差异，帮助学生从整体上

把握我国国土的基本特征，为后面讲述我国国土的整治与开

发专题提供背景知识。 本册教材的知识编排体系为：总分总

。教材首先安排总述部分，即中国的区域差异，概述三大自

然区和三个经济地带，然后是分述部分，介绍分区案例，涉

及农业、生态和基础设施三大方面，最后是总述部分，介绍

地理区域研究的意义、方法以及乡土地理研究等知识。可见

，本单元知识作为理解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的铺垫，在此基

础上，可以挖掘、分析、综合区域特征与国土整治之间的内

在联系，为确立协调人地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奠定基

础。 高二选修教材第一册内容，由人口与环境、城市的地域

结构、文化景观、旅游活动与环境、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

等五大部分人文地理构成，拓宽了高一必修人文地理的知识

。本册教材内容包括中国的区域差异和国土整治、中国国土

整治与区域发展的案例研究两大部分，它摒弃传统八股式的

区域地理模式，构建了从区域地理问题式为主的区域地理应

用地理（理论与案例结合）的新体系。 与旧教材比，新教材

在知识方面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初中区域地理知识，而是构筑

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人文地理为重点，以中国国情与国土

整治为案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完整高中地理知识新体系

。 二、教学过程分析 §1.1 我国的三大自然区 教学建议 1、



读图指导法。地图和许多专题地理图表对于空间思维能力的

培养极为重要，运用地图和其他地理图像进行教学，是发展

地理形象思维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地图归纳区域地理特征

，概括地理演变过程，既有利于发展地理形象思维，又有利

于发展地理逻辑思维。 2、横向比较法。三大自然区域间的

差异从地形地势、气候、植被土壤、水文及人类活动等方面

进行比较分析，本课的“活动”题可结合课堂教学来完成。

3、分组讨论法。本课内容中三大自然区的划分依据及界线，

三大自然区的特点等均是比较形象的知识，可指导学生先进

行分组讨论，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加深对区域差异的认识。

4、学法指导：运用初中社会课中学到的区域地理知识，进行

新旧知识的联系比较，用初中社会地图册帮助找出几条重要

地理分界线，做到温故而知新。 5、活动建议：指导学生制

作简易中国地形模型图，让学生从动手制作过程中获得感性

认识，增强学习兴趣，充分认识我国地貌的基本轮廓以及地

貌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气候对我国地貌形成的影响），从

而加深对三大自然区特点的理解。 §1.2 三大自然区的内部差

异 教学建议 1、地理比较法。地理比较法就是对地理事物的

异同点和原因加以比较。许多复杂的地理事物只有借助于比

较，才能区别一般和特殊的属性并突出特征，明确其相似性

和差异性。 如在学习了我国三大自然区的特点后，再学习三

大自然区的内部差异，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只有通过

比较，才能彻底地理解区域内部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 2、地理推理法。地理推理法就是在对某些地理事物已形

成概念的基础上，推理得出另一些类似的地理事物。它需要

在掌握地理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地理知识进行分析、综合，



确定地理特征，解释地理成因，是对地理信息加工，使信息

增值的过程。例如，当掌握了东部季风区的南北差异主要由

纬度高低不同造成的这一原理后，再分析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的东西差异（距离海洋远近不同），青藏高寒区的垂直差异

（海拔高度不同）时，就能推理出来。 3、读图指导法。本

课的地图较多，有区域分布图、景观图等。教学中指导学生

由读懂地图到熟悉地图（在头脑中形成地图表象），由熟悉

地图到能分析、运用地图，逐步做到“观其‘图’而知其‘

地’，知其‘地’而求其‘理’”。 4、学法指导。抓“共

性”重“个性”。地理环境既有共性，更具个性。因此在学

习过程中要重视事物共性的总结和个性的分析。如上节课分

析了三大自然区的特点，本节课学生可在总结每个自然区中

存在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个自然区的内部差异，即

它们的个性。具体表现在：东部季风区的南北差异，西北干

旱半干旱区的东西差异、青藏高寒区的垂直差异。 5、活动

建议。组织学生通过阅读《中国地形图》、《中国气候图》

和《中国土地资源分布图》等，找出秦岭淮河，大兴安岭阴

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比较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和大

兴安岭东西两侧的自然地理差异。从已知知识推求未知知识

，锻炼归纳推理的能力。 §1.3 我国的三个经济地带 教学建

议 1、读图指导法：①启发学生读课文图1.9，找出三个经济

地带所属范围。得出结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地带

的划分依据是各省级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②启

发学生读课文图1.10，比较三个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得出结论：三个地带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大。 ③启发学生读课

文表1.1、1.2，比较三个地带的发展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所占



比重的变化，得出结论：东部发展水平高，且占全国国内生

产总值呈上升趋势，中部和西部则在减少。 ④启发学生读课

文图1.11，比较三个地带的产业结构，得出结论：东部地带产

业结构比较合理，中西部地带产业结构不合理。 2、分组讨

论法：教师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图析文，然

后展开小组讨论，最后把代表性意见带给全班同学讨论，教

师进行总结点评。拟设计的问题有：①我国为何要划分为三

个经济地带？②三个经济地带之间有何差异？③造成地带性

差异的原因有哪些？④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

会”的目标，你认为应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 3、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本课的重点应是三个经济地带之间的差异，教

师可引导学生读图分析比较，抓住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这两

个最显著的差异。难点是地带性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可通

过总结、归纳、推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固有

的知识进一步系统化。 4、学法指导。抓住“经济”这一主

干，充分调动已有知识，联系初、高中相关知识点，查阅有

关资料，培养搜集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活动建议。调查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并分析

当地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平原与山区的差异及原因，

以加深对本课知识的理解，促进知识迁移和应用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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