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教学设计

 课程标准：

运用资料，说明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课标分析：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是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和太阳活动

对地球的影响两个方面，其重点不是太阳辐射和太阳活动本身，而是它们对地球

的影响。其他知识，如太阳辐射的能量来源与传递、太阳的内部结构和大气结构、

各种太阳活动及其产生的原因等，不必详细加以分析，可以作为铺垫知识学习。

“影响”应从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方面来谈。由于“影响”涉及的范围太广，

可以用举例的方式说明。教师要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宇宙环境对地球的影响。“说

明”的要求要高于“描述”，即学生能够解释清楚太阳辐射、太阳活动是怎样影

响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

“运用资料”是指学生会运用图文资料进行描述和说明。

 学习目标：

1.运用图像、视频等资料，描述太阳辐射分布规律，简述太阳辐射对自然地

理环境的影响。

2.举例说明太阳辐射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3.运用示意图和有关资料，描述太阳大气层的结构和主要的太阳活动现象。

4.举例说明太阳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教学重点、难点：

1.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2.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探究法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多媒体课件展示图片：西藏阿里地区在我国的位置、冈底斯藏

医学院的太阳能光伏电站。 地处我国偏远地区的阿里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

济落后，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难的问题，国家投资建设了太阳能光伏电站，实现了

24 小时不间断供电。该电站电能的能量最终来自哪里？该地区电力发展为何优

先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

【学生回答】略。

【承转】太阳作为太阳系中的唯一的一颗恒星，持续稳定地为其它星球提供

光与热，那么太阳源源不断的能量来自哪里，它对地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

面呢？

【自主学习】（阅读教材第 8 页）

1.太阳的主要组成物质有哪些？

2.太阳如何产生巨大的能量？

3.什么是太阳辐射？



【学生回答】略

【总结讲解】太阳是一颗巨大的炽热的气体星球，主要成分是氢和氦，表面

温度约为 6000 K，能量来自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4 个氢原子核聚变为 1 个

氦原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能量）。

太阳以电磁波的形式源源不断地向四周放射能量，称为太阳辐射。到达地球

的太阳辐射虽然只有太阳辐射总量的二十二亿分之一，但是对于地球和人类的影

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承转】据计算，每分钟太阳辐射向地球输送的能量，大约相当于燃烧 4

亿吨烟煤产生的热量。“万物生长靠太阳”，靠的就是太阳能够为地球提供能量，

这是太阳对地球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自主学习】（阅读教材第 9 页）

1.列举太阳辐射影响地理环境的实例。

2.列举太阳辐射影响人类活动的实例。

【教师讲解】多媒体课件展示有关蒸发和光合作用的图片。太阳辐射对地球

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太阳辐射是地理环境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因素，即太阳能是维持

地表温度，促进地球上的水、大气、生物活动和变化的主要动力。

地球上水体的循环主要动力是太阳辐射能。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通过植物

蒸腾、水面蒸发等作用，生物水，河流水、海洋水、湖泊水等水体转变为大气水，

再通过大气运动，水汽得以输送，在一定条件下成云致雨，汇集径流，补给陆地

水体，最后回归海洋。



其次，太阳直接为地球提供了光、热资源，地球上生物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太

阳，特别是绿色的光合作用离不开太阳辐射。

【合作探究】展示图 1.12，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

1.赤道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可达到多少？北极地区是多少？

2.赤道地区年太阳辐射总量大约是北极地区的多少倍？

3.从赤道到北极，年太阳辐射总量呈怎样的变化趋势？

4.南半球的趋势如何？

5.全球大气上界年太阳辐射总量分布呈现怎样的规律？

【学生回答】（略）

【合作探究】展示图 1.13，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

1.热带雨林的生物量是亚寒带针叶林的多少倍？

2.热带雨林区和亚寒带针叶林区分别对应图 1.12 中的哪个纬度带？

3.热带雨林区和亚寒带针叶林区的气温有何差异？

4.不同纬度的生物量与其大气上界太阳辐射量有什么关系？

5.还有哪些类似的纬度方向上的差异？

【教师精讲】太阳辐射量与生物量呈正相关。太阳辐射为生物的生长提供光

热资源，热带雨林分布在低纬度地区，太阳辐射量大，植物生长旺盛，生物量多；

亚寒带针叶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太阳辐射量小，生物量少。太阳辐射的纬度差异

是许多地理现象产生差异的基础。如第二章我们将要学习的大气运动。太阳辐射



的纬度差异，导致了地面不同纬度获得热量的差异，这种热量的差异进而会引起

大气运动，所以说大气运动的动力是太阳辐射能。

【承转】课文开头所说的阿里地区其纬度比海南岛高，但阿里地区是我国太

阳辐射丰富区，原因何在？请根据阿里地区在我国的位置图、西藏的卫星遥感影

像图，思考阿里地区是我国太阳辐射丰富区的原因。

【拓展】到达地表太阳辐射的影响因素。

【学生回答】略

【教师精讲】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影响因素要到达大气上界复杂的多。以阿

里地区为例：其纬度较低；海拔高，空气稀薄；晴天多，日照时间长；空气清洁，

大气透明度高，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弱，是其太阳辐射量丰富的原因。

【承转】太阳辐射不仅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而且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极为

深刻。

【教师精讲】展示太阳能屋顶、太阳灶等相关图片。

太阳辐射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能源。目前对太阳辐射利用有直接吸收，

转化为热能。还可以被捕获并存储，转化为热能，电能等。太阳辐射能转为其它

形式的能源被我们所使用，如风能、水能等。地质时期固定下来的太阳能，如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是人类目前使用的主要能源。

【承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太阳给我们送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的同时

也有不利的影响。

【自主学习】（阅读教材第 10-11 页）



1.太阳大气层的结构是怎样的？

2.什么是太阳活动？主要有哪些标志？

3.太阳活动有什么特点？

4.太阳活动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教师讲解】多媒体投影：太阳大气层的结构示意图。

我们直接观测到的太阳，是太阳的大气层。它从里到外分为光球、色球和日

冕三层。用肉眼直接看到的是光球层，其它层次日全食的时候或者用仪器才能观

测到。光球层和色球层相对于太阳的半径都非常薄，但日冕可以一直向星际空间

延伸，并不断向外跑出高速带点粒子流（太阳风），一般情况下，到达地球的粒

子流收到地磁场的阻挡，向南北两极偏转，与高纬度的大气摩擦形成极光，对地

球的影响较小。

【板书】1.太阳大气层的结构：（由里向外）光球层、色球层、日冕层。

【承转】刚才我们说到正常情况下，地球的磁场能够阻挡太阳风。但当太阳

风增强时则会对地球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人类活动就是灾害。太阳风增强的现象

称之为太阳活动，那么太阳活动有哪些表现，主要标志有哪些？

【教师讲解】多媒体投影：太阳黑子、耀斑、日珥、日冕抛射物质的照片。

太阳大气经常发生大规模的运动，就称为太阳活动。太阳光球常出现一些暗

黑的斑点，叫做黑子。黑子实际上并不黑，只是因为它的温度比太阳表面其他地

方低，所以才显得暗一些。太阳色球有时会出现一块突然增大、增亮的斑块，叫

作耀斑。耀斑爆发从开始到高潮，大约只需要几分钟至几十分钟。太阳的周围镶



着一个红色的环圈，上面跳动着鲜红的火舌，叫做日珥。日冕物质抛射物质是巨

大的、携带磁力线的泡沫状气体。

【承转】太阳活动的标志很多，它们有联系吗？其变化有规律吗？

【教师讲解】据观测当太阳黑子增多的时候，也是太阳耀斑频繁爆发的时候，

太阳黑子与耀斑的同步起落，体现了太阳活动的整体性。

【学生活动】多媒体展示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图片，指导学生开展下列活动。

1.找出相邻两个波峰的时间间隔。

2.计算两个相邻波谷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

3. 对比 1、2 计算结果，总结太阳黑子数的变化规律。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解】通过计算不难发现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大约是 11 年，由于太

阳活动具有整体性，所以太阳活动是以 11 年为周期的变化规律。

【承转】那么太阳活动会对地球产生怎样的影响？

【合作探究】多媒体呈现图 1.19，结合案例“不同历史时期太阳活动的影

响”，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

1.案例中受影响的事物分别对应图 1.19 中的那一类事物？

2.自上而下分别发生在哪一层？

3.受害事物和设施具有哪些共同特征？

4.受害事物和设施空间分布有什么特点？



5. 为什么不同发展时期太阳活动对人类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6.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太阳活动的观测和研究？太阳

活动影响的记录为何越来越多？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解】太阳活动会对地球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太阳活动干扰地磁场出现“磁暴”现象；干扰地球大气层；

两极的极光等，二是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太阳活动的时候会影响到卫星导航、空

间通讯、电网、航空航天等,并随着科技的发展太阳活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

越大。

【承转】人类注意到太阳活动历史久远，我国古书上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

目前各国都非常重视太阳活动的观测和预报。接下来我们一块看看几个真实的太

阳活动的案例，学习太阳活动的影响以及找到减小太阳活动危害的措施。

【自主学习】（阅读教材第 12 页）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影响。

多媒体展示：“太阳活动强烈时对地球的影响 ”图片，引导学生思考：如

何减轻太阳活动对我们的不利影响。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解】从刚才的案例中不难看出太阳活动的不仅危害真实存在，而且

危害面较广，目前减轻太阳活动对我们的不利影响的措施，建立空间天气预报体

系，对太阳活动进行监测和预报。



【课堂总结】今天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学习了太阳对地球的影响，知道了太

阳通过太阳辐射给地球和我们带来光和热，同时也通过太阳活动带来了许多负面

影响。

 课堂练习-第一课时：

图示意我国部分省级行政区日照时数逐月变化。完成 1～2 题。



1．图中①②③所代表的省级行政区依次为( C )

A．青海、陕西、新疆 B．新疆、陕西、青海

C．新疆、青海、陕西 D．陕西、青海、新疆

2．影响①省级行政区日照时数逐月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D )

A．海陆位置 B．海拔高度 C．天气状况 D．昼夜长短

图为我国新疆和西藏等地年太阳辐射总量分布图，根据区域内年太阳辐射总

量分布的差异，分为Ⅰ～Ⅴ区。读图完成 3～5 题。

3．该区域年太阳辐射总量最多的地区是( D )

A．Ⅰ B．Ⅱ C．Ⅳ D．Ⅴ

4．图中某区域的年太阳辐射总量最少，其主要成因是( C )

A．海拔高 B．白昼短 C．云量多 D．晴天多



5．如果在 V 区建一批光伏电站，其不利的条件是( B )

A．太阳能缺乏 B．缺少资金、技术

C．消费市场狭小 D．政策的制约

图甲为我国年太阳辐射总量分布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6.我国年太阳辐射总量最多的是______①青藏高原_______(填代码和地名)，

年太阳辐射总量最少的是_____②四川盆地________(填代码和地名)。

 课堂练习-第二课时：

1．太阳大气的外部结构从里到外依次是（ B ）

A．光球、日冕、色球 B．光球、色球、日冕

C．色球、日冕、光球 D．色球、光球、日冕

2003 年 10 月 27 日—31 日，我国北方地区大多数的居民，在日出后的一段时

间内用肉眼可清晰地看到太阳黑子这一奇观。据此判断下面小题。



2．有关黑子活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D

A．人们可用肉眼看到太阳黑子，则可证明今年一定是太阳活动极大年

B．黑子是太阳活动的最激烈显示

C．一般情况下，人类都可用肉眼直接观察太阳活动

D．太阳黑子的多少和大小可以作为太阳活动强弱的标志

3．下列现象的产生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的是 D

①全球降水量出现异常 ②动物的异常反应

③两极地区极昼极夜现象的产生 ④小王手表上的指南针指向异常

A．①③ B．②④ C．③④ D．①④

2016 年 11 月 30 日媒体报道，“太阳活动极小期要到 2021 年才会到来”。据

此完成下面小题。

4．太阳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由此可推断上一轮太阳活动极小期为( B )

A．2008 年 B．2010 年C．2012 年 D．2014 年

5．强烈的太阳活动所产生的高能粒子扰动电离层，影响 ( B )

A．全球气候变化 B．短波无线电通信 C．极光产生 D．磁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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