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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知识要领》

前言

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阐明了地理事物
和地理现象的分布规律、世界和中国各地区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地理学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着
密切的关系。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地理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地理课是中学必修的
一门基础课程。学生学好地理课，可为进一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必
要的基础。    中学地理的学习任务是在小学地理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有关地球、地图、
中国地理的基础知识，掌握阅读和运用地图、图表的初步技能，初步懂得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人类
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使学生比较系统地获得有关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以及有关人
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了解不同地区应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协调
好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学会运用地理数据、地理事实材料、图表、地图去阐述问题和分析问题。    为
了配合中学地理的学习任务，本书在编写内容的安排上注意中国地理知识本身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由
浅入深，由易到难，从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并且照顾到同小学地理的衔接
，以及同其他学科的配合。本书主要是讲述中国地理的初步知识。先讲述全国地理概况，再讲述分区
地理，最后讲述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交通运输和贸易，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    中国
地理的内容很庞杂，在中学的教学中分成了若干册进行讲述，如果在一本书中讲述中国地理的内容，
将是厚厚的一大本。本书采用“去粗取精”的编写思路，将中国地理的内容精简化，采用“知识要领
”的方式进行讲述。“知识要领”也就是“知识要点”和“关键内容”之意，本书在取材上注意抓住
关键内容和核心内容，严格依据中学地理教学大纲编写。本书虽是“知识要领”，但并不是知识要点
的简单罗列，而是对关键知识点的精练阐述，让学生在学习中并不觉枯燥，同时又减去了学生许多不
必要的学习负担。    而且，本书在基于讲述中国地理知识要点的同时，融入了浓厚的人文历史气息，
并恰当地加入了相关的科普趣味故事，增强了可读性。比如，讲到地理与民族的时候，讲述了许多少
数民族名称的来源。我国55个少数民族族名的来源，大致有以下五种情况：一是来源于历史或民间传
说，如柯尔克孜族；二是因自然环境和居住地域而得名，如侗族居住在湘、黔、桂边境，因史料中多
称这些地区为“峒”或“溪洞”，久而久之，“仰”或“洞”演变成侗族的专称了；三是族名和历史
上的政治原因有关，如塔塔尔族；四是名称来源于早期部落经济、文化生活的某些特点，如瑶族；五
是沿袭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如蒙古族。    书中像这样与地理紧密相关的人文历史气息浓厚
的故事不在少数。同时，这些内容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单独学习地理知识的枯燥感
。    本书语言表述生动流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一方面力图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包含最大的地理知
识含量，提供翔实可靠的地理资料；另一方面精心挑选、插入了数百幅精美的图片和地图，而且每幅
图都配有生动丰富的注解，既可以加深读者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又能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带
来视觉上的美感，增加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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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知识要领》

内容概要

告诉你阅读张小勇编写的这本《中国地理知识要领》的三个理由：
    ◎地理考试，环保题材必考，《中国地理知识要领》将告诉你关于环保的诸多理念。
    ◎举一反三是应试的必备能力，阅读《中国地理知识要领》，将增强你把握地理知识举一反三的能
力。
    ◎触类旁通必需具备视野广阔，阅读《中国地理知识要领》将帮助你大幅提升地理素质，在地理考
试中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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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知识要领》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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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中国地理中的文化特色  自然坏境与饮食／186    气候与饮食／186    地理环境与饮食／188  中国北方
民居与地理环境／190    北京民居／190    内蒙古民居／190    宁夏民居／190    陕北民居／190    山西与山
东民居／191  中国南方民居与地理环境／192    江苏民居／192    上海民居／192    福建民居／192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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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4    环境保护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204    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对策／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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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知识要领》

章节摘录

地球的运动    地球好比一只陀螺，它绕着自转轴不停地旋转，每转一周就是一天。自转产生了昼夜交
替的现象，朝着太阳的一面是白天，背着太阳的一面是夜晚。当我们中国这里是白天的时候，处在地
球另一侧的美国正好是夜晚；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西向东的，所以我们看到日月星辰从东方升起逐渐
向西方降落。地球不但自转，同时也围绕太阳公转。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的，公转一周为一年。地
球自转和公转运动的结合产生了地球上的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
区分。    地球的自转    傅科摆实验    提起地球的自转，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是一个不容置
疑的真理，但如果让人们对此作出证明，或许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地球的自转有许多理论和实
验上的证据，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法国物理学家傅科(1819—1868)在巴黎的圆顶大厦进行的摆的实验
，后人为纪念他，称之为傅科摆实验。    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让·傅科在巴黎国葬院安放了一个钟
摆装置，这个摆由一根长67米的纤细金属丝悬挂一个28千克重、直径约30厘米的铁球组成。当时人们
把这种从未见过的“超级摆”称之为“傅科摆”。    傅科在法国巴黎万神庙的圆顶上将他亲手制作的
傅科摆吊上，让摆在广场上悠然自得地摆动着。这时，成千上万人前来观看这一奇妙的实验。随着时
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发现了奇迹，那就是摆在悄悄地发生着“移动”，并且是沿顺时针方向发生
旋转。有的人在摆动开始时，明明看到摆球运动到自己眼前，又荡了回去，可经过一段时间后，摆球
竟离自己越来越远。这对于围观的人们来讲，通过对现象的观测他们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眼看着自己
没有移动，那一定是摆平面发生了“移动”。    其实摆动的平面是不会发生移动的。我们知道作为一
种物质运动形式，摆是无法摆脱地球自转的。傅科选用较长的金属丝，是为了让摆动的时间达到足够
的长度，这样便于观察摆动的变化，同时选用较重的摆球，是为了增加摆本身的惯性和重量，以克服
空气的阻力，一旦它摆动起来，作为一种运动状态，有滞后于地球自转的惯性，即能够减少地球自转
的影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分析，由于地球的自转，每一个观测者都被地球带着运动，尽管
观测者站在原地没有动，可脚下的地面是动了，也就等于把观测者悄悄地带离了原地。因此，真正没
有移动的是摆动平面。    傅科的演示直接证明了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所以人们称呼实验中的钟摆为
“傅科摆”。当时的法国政府还向傅科颁发了荣誉骑士五级勋章，以表彰他的科学贡献。傅科的实验
引发了全世界的一股实验热潮，各地的人们纷纷效仿傅科，用长长的钟摆来揭示地球的自转。人们发
现，在地球的两极，傅科摆的摆动平面24小时转一圈，而在赤道上，傅科摆没有方向旋转的现象；在
两极与赤道之间的区域，傅科摆方向的旋转速度介于两者之间。    地球自转周期和速度    地球绕地轴
转动。地轴是通过地心和地球南极与北极的假想轴，它与地球的赤道面相垂直。地球自转的方向是自
西向东的。因此，人们在地球上看到太阳东升西落，这是相对运动的结果。从北极点上空俯看地球的
自转，是逆时针方向；从南极点上空俯看地球自转，则是顺时针方向。按规定：从天体北极点俯视，
凡按逆时针方向自转的天体，都是自西向东地转动，称为顺向自转；凡是按顺时针方向自转的天体，
都是自东向西转动，称为逆向自转。地球是顺向自转，金星和天王星是逆向自转。    地球自转一周所
需的时间为自转周期。为了确定地球自转一周的计量，就需要在地球之外选一参考点，作为计量地球
自转一周的开始和终止标记。如果所选参考点为某一恒星，这一恒星连续两次通过地球上某一确定子
午线的时间间隔，称为一恒星日，其长度为23小时56分4秒。如果所选参考点为太阳，太阳中心连续两
次通过同一子午线的时间间隔，称为一太阳日，其平均长度为24小时。可见一太阳日比一恒星日长3
分56秒。    20世纪以来，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确认了地球自转速度是不均匀的，从而动摇了以
地球自转作为计量时间的传统观念，出现了历书时和原子时。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地球自转速度有
三种变化：长期减慢、周期变化和不规则变化。    地球自转的长期减慢，使日长在一个世纪内大约增
长1～2毫秒，使以地球自转周期为基准所计量的时间，两千年来累计慢了两个多小时。地球自转的长
期减慢，可以通过对月球、太阳和行星的观测资料以及古代日月食资料的分析加以确认。通过对古珊
瑚化石生长线(化石表壁上的环脊)的研究，可以知道地质时期地球自转的情况。例如，人们发现在泥
盆纪中期，即37 000万年以前，每年约有400天左右，这与天文论证的地球自转长期减慢的量级是一致
的。    引起地球自转的长期减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潮汐摩擦。潮汐摩擦引起地球自转角动量减少，
同时使月球离地球越来越远，进而使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变长。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主要发生在浅海
地区。另外，地球半径的胀缩，地核增生，地核与地幔之间的耦合也可能会引起地球自转的长期变化
。这些问题目前尚在研究中。  地球自转速度季节性的周期变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除春天变慢
和秋天变快的周年变化外，还有半年周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振幅和位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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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知识要领》

应的物理机制也研究得比较成熟，看法比较一致。周年变化的振幅约为20～25毫秒，主要是由风的季
节性变化引起的。半年变化的振幅约为9毫秒，主要是由太阳潮汐引起的。由于天文测时精度的不断
提高，在20世纪60年代末，从观测资料中求得了地球自转速度的一些微小的短周期变化，其周期主要
是一个月和半个月，振幅的量级只有1毫秒左右，这主要是由月球潮汐引起的。    地球自转速度除长期
减慢、季节性变化外，还存在着时快时慢的不规则变化。这种不规则变化同样可以在月球、太阳和行
星的观测资料以及天文测时的资料中得到证实。产生这些不规则变化的机制，目前尚无定论，还处于
探索阶段。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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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阅读此书，将激发你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提高地理审美情趣。 
  阅读此书，你将关心我国的基本地理国情，关注我国环境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增强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的情感。    阅读此书，将增强你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和法制意识，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念，增强
关心和爱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在高考强调素质考试
的今天，这本书将帮助你拓宽视野，增强举一反三的能力，从而从容应对考试。    ——地理高级老师
：孙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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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小勇编写的《中国地理知识要领》主要是讲述中国地理的初步知识。先讲述全国地理概况，再讲述
分区地理，最后讲述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交通运输和贸易，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    
本书在基于讲述中国地理知识要点的同时，还融入了浓厚的人文历史气息，并恰当地加入了相关的科
普趣味故事，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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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挫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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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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