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地 貌

第二节 地貌的观察

【教材分析】

本章是地貌的第二节内容，通过第一节常见的地貌类型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观察地

貌的知识；第二节则进一步学习观察地貌的方法，又有利于更好地利用观察地貌，为生产和生活服

务，尤其是对交通建设，农业耕作等。课本中出现的等高线的知识，教师可以在复习初中等高线地

形图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拓展。

【教学目标与核心素养】

课标内容 核心素养目标

课程标准

通过野外观察或

运用视频、图像，

识别 3～4种地

貌，描述其景观的

主要特点

区域认知

会结合等高线地形图判断五种常见

地貌。

地理实践力

通过资料，分析坡度和坡向对地理

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目标解读

1. 了解地貌观察

的顺序

2. 掌握地貌观察

的内容

综合思维

通过资料，分析坡度和坡向对地理

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地协调观

学会在生活中利用地貌为生产和生

活服务，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教学重难点】

1.了解地貌观察的顺序及主要内容。

2.掌握地貌观察的方法、理解地貌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教学方法】读图分析比较法；案例分析法；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中国高铁再创新高，2019年全国高铁总里程，将突破 3万公里：中国高铁的发展，

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上现在高铁在全国的覆盖面已经十分广泛，大家想要出行，一出门

就能坐到高铁。高铁的修建切切实实丰富了大家的出行方式，帮助了大家更好快的享受生活。（转



折），同学们可知道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谁修建的？介绍詹天佑修筑第一条铁路，100多年前，詹天

佑主持修建我国首条铁路线—京张铁路，在修筑铁路时，要勘探地貌，在勘测八达岭路段时，发现

该路线坡度大，火车爬坡困难，为了克服这些难点，他巧妙地将线路设计成“人”字形，成功解决了

问题，成为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杰作。“人”字形设计是怎样降低线路坡度的？我们在观察地貌

是还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北宋诗人苏轼曾写过一首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对地貌的观察发出一种感慨。学习了本节内容，

就会解决这些疑惑。

图 4.20 “人”字形线路示意图

教师板书：地貌的观察

（承接）詹天佑在修筑铁路，我们现在搞各种交通建设，都首先要对沿线的地形、地貌进行勘察，

在勘察的基础时再因地制宜进行设计，

（设问）那么同学们认为应该怎样来进行勘察呢？勘察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地理手段呢？

（教师总结、归纳）在对地貌进行观察时，首先要注意的是

一、 地貌观察的顺序（教师板书）

这里可引用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揽众山小。

观察地貌的顺序应该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从面倒点来进行观察，

1.也就是说要先观察视野内大的地貌

2.再观察和描述次一级地貌

3.最后描述更小的地貌特征

4.可利用地形图、遥感影像等辅助观察

（过渡：现在我们知道了观察地貌的顺序，那么詹天佑在具体修筑铁路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从我们课前材料可知，他遇到了坡度过大，火车上坡较困难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山体高度、坡度

都是地貌观察中的重要内容）



二、 地貌观察的内容（教师板书）

设问：什么是高度？什么是绝对高度？什么是相对高度？了解它们有什么作用？

学生阅读教材 p77，回答

高度：包括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

绝对高度：也就是海拔，指某个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教师补充概念，并在课件上展示）

获得途径：查找地图、借助仪器（生活中手机 GPS 中可以查到）

作用：划分高原、山地、平原等地貌的主要依据。（教师补充高原、平原山地、盆地、丘陵等的划

分标准）

相对高度：一个点高出另一点的垂直距离。（教师补充概念，并在课件上展示）

作用：相对高度反映地面起伏状况

活动探究：黄土高原某地等高线地形示意图

（教师补充等高线的概念）本题由学生自己做答，教师点评，加深学生对高度、绝对高度、相对高

度的理解。

图 4.22黄土高原某地等高线示意图

1、甲、乙两地之间的相对高度是多少？

2、图示区域内最大的相对高度约为多少？

（过渡）地貌观察除了了解高度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坡度。

设问：什么是坡度？怎么表示？对生产和生活有什么影响？

学生阅读教材 p77后回答。



坡度是划分坡的重要标准

坡度大小一般用坡度角或者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的比值来表示

教师对图 4.23坡和坡度角进行解释。

坡度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课件展示）

1.坡地耕作对农业的影响（水土流失问题）

2.坡地对交通建设的影响（课件展示公路建设遇到坡度走之字形弯曲）对詹天佑设计人字形线路进

行知识揭秘。

承转：坡除了观察坡度外，我们还要注意坡向的问题。

设问：坡向观察要注意什么？

注意分类；一般分为阳坡和阴坡，迎风坡和背风坡

对环境影响：不同坡向，光照、降水条件等存在差异，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

（教师补充：影响环境因素：温度、降水）

温度：

①向阳坡温度较高,背阴坡温度较低;

②阳坡雪线高度高于阴坡;

③阳坡森林上界高于阴坡

降水：

迎风坡降水多,背风坡降水少

（过渡）在地貌观察内容中，我们了解高度和坡度，那么两者组合对地貌会有什么样表现？（课件

展示相关地貌）



 相对高度大、坡度大的地貌，一般比较陡峭

 高度小、坡度小的地貌，一般比较平缓

（教师小结）在地貌观察的内容中，除了高度、和坡之外，我们还要观察哪些内容呢？（学生讨论

总结）

除了观察高度、坡度、坡向等形态要素，还要注意观察地貌的形状、面积、空间分布状况等。

（布置课外阅读）

板书设计：

一、地貌观察的顺序

1.地貌形态：千姿百态，规模大小不等

2.观察顺序：宏观→微观、面→点

二、地貌观察的内容

1.高度：绝对高度、相对高度

2.坡度：坡度角或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的比值

3.坡向：阳坡和阴坡、迎风坡和背风坡

4.其他：地貌的形状、面积、空间分布状况、地面起伏状况和破碎程度等

【课后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