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雅中学的
地理老师，柯金钊老师，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学习地理二第一章第二节
《人口迁移》的第 2 个课时

本节课将继续利用资料或图表，认识人口迁移
的类型，说明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的
特点及其影响。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人口迁移的概念及分类、
人口迁移的影响、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人口迁移的时空特点。
人口迁移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和不同的历史时期，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们先来一起看，国际人口迁移
19 世纪以前，国际人口迁移的总特点是以集团
性、大规模的移民为主。例如，随着地理大发
现与新航线的开辟，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引发大
批移民从旧大陆移向新大陆，数以千万计的欧
洲人移居美洲和大洋洲，大量非洲黑人被当作
奴隶贩运到美洲.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欧洲人口继续迁移至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人口迁移呈现新的
变化：人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外籍
工人逐渐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欧洲
吸引了大量移民，由人口净迁出区变为人口净
迁入区。拉丁美洲由人口净迁入区变为净迁出
区，大量人口流向经济发达的北美和欧洲。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亚和北非石油输出国从
境外招募了大批外籍工人，成为人口净迁入区。
近年来，由于战乱等原因，西亚、北非的大量
难民迁往欧洲。

一提到沙特阿拉伯，人们想到的是“石油王国〞
得天独厚的油气宝藏。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沙
特阿拉伯，石油资源极其丰富，已探明的石油
储量居全球之冠，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1/5。盛产
石油的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较快，而且生活富
足，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前来打工谋生。沙特
阿拉伯政府也希望通过吸引外来人口解決国内
劳动力短缺问题。目前，在沙特阿拉伯约有 1000

万名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工作在石油、服务、
建筑等行业。据统计，沙特阿拉伯人口数为 3170
万，其中外籍人口占总人口的 30%以上

回到国内，国内人口迁移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频繁发生，对我国的人口分布影响很大。
我们可以将我国人口迁移分成两个主要阶段，
一是工业化以前，大规模的垦荒、严重的自然
灾害、战乱等往往引发国内人口迁移潮。
具体的例子有。

近代以来，频繁的战争，导致我国人口不断迁
移，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战争造成了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
同时，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渗透，促使大
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移民快
速增加。
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中原人口大规模向西南、
西北诸省区迁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近代人口迁移
的重要事件。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
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
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
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
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再如，“闯关东”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
这个历史时期内，关内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

工业化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是这个
时期，
最为广泛的一种国内人口迁移。

1949 年以来，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施计划经
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国内人口迁移
主要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开发边疆，国家有
组织地移民边疆的各类人员达百万余人。

去年，火热的电视剧《山海情》，正是以宁夏的
吊庄移民为历史背景演绎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



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同时，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快，吸引大量内陆人口迁入。

近些年来，我国人口迁入地主要集中在上海、
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等经济
发达地区。
人口迁出地主要集中在，黑龙江、河南、湖北、
湖南、安徽、江西、贵州等地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口迁移呈现新趋势，
“3+6”新格局正在形成。
从 2010 年以后全国人口流动趋势来看，东部三
大区域仍是人口主要流向地，而中西部人口增
长以核心城市为主，全国整体形成“东部三大区
域＋六大中西部核心城市〞的人口增长格局东
部发达地区人口持续聚集，粤港澳＋海西、长
三角、京津翼＋山东半岛成为三大人口集聚区
域。这三大区域经济起步早、先发优势明显，
一直是人口流入较为集中的区域。

第 1 题，由材料可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将使得更多的“城归”返乡创业，给家
乡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因此“城归”返乡
创业的出现与国家优惠政策实施乡村经济蓄势
发展有关，所以 B 正确。

第 2 题，近年来，不少在城市积累了资金、习
得专长的务工人员，开始逆向流动、返乡创业，
他们可以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有利于
促进乡村村振兴，使得农村人口红利升级，所
以 A 正确。

第 3 题，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产生大
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城归”现象的出现，
可以有效解決留守儿童和老龄化问题，增加家
庭收入、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属于经
济效益，，不属于社会效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及完善基础设施不是最先带来的，所以 C 正确。

4.根据图中经纬网可知，三地均位于我国境内，
甲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乙位于我国长江三角洲
地区，丙位于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三地
区的人口迁移属于国内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主
要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迁往经济较发达地区，
所以图示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由西南地区向长

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迁移，即由比
较落后的甲地向乙、丙两地迁移，迁移方向主
要是由农村到城市。故 D 选项正确，ABC 选项
错误。

5.由上题分析可得，图示人口迁移主要是从经济
欠发达地区迁往经济较发达地区，所以图示人
口迁移是由经济因素，即收入差距导致的人口
迁移；家庭婚姻、工程建设、文化教育都不是
引起上述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故 A 选项正
确，BCD 选项错误。

这节课留一个课后活动给大家，请同学们翻开
书本 15 页，课下调查家庭人口迁移情况。
试着回答以下问题，
你的祖籍在哪里？父母或是祖辈们是不是出生
在目前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当中有人有过迁移
的经历吗？
请参考书本上的步骤，完成家庭人口迁移情况
的调查。

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雅中学的
地理老师，柯金钊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答疑课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我国人口迁移主要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为开发北大荒国家有计划
地向东北地区迁入大批知识青年；另外，该年
代我国东北地区工业化发展较快，工业基地建
设需要大量人口迁入．所以②④正确.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批学生到欧美留学和大量
民工涌向我国东南沿海大城市，两者的共同之
处是都是追求自身职业更好的发展，谋求更高
的生活水平.故选：D.

二战前的人口迁移主要和地理大发现有关，人
口由“日大陆”流向“新大陆”，由已开发地区流向
末开发地区如：欧洲继续向新大陆迁移；非洲
黑奴被迫贩往美洲；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
开始迁往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地；二战后



北美洲、大洋洲、欧洲由于经济发展快，为人
口的迁入地．根据题意.故选：C

第 4 题，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地区迁移的人口
中，以 20~34 岁的青壮年芳动力为主，这种迁
移最可能是经济因素引起的。故选 D
第 5 题，图中乙年龄段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时，
常常会将自己年幼的子女带在身边，从而导致
甲年龄段的人口迁移数量较大，即这两者之间
的迁移具有相关性,故选 A

第 6 题，答案：C
解析：由所学知识可知，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
相对较低，在城市主要从事工厂流水作业、服
务业和建筑业等，所以农民工回流可能导致这
些产业受影响，使其出现"用工荒"现象，但不会
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A 错误。农民工回
流不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B 错误。农民工回流，
使城市人口减少，会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
就业困难等城市问题得以缓解和改善，C 正确。
农民工回流与劳动力导向型产业外迁等有很大
关系，不会导致城市劳动力供应紧张，D 错误。
故选 C。

第 7 题，答案：D
解析：由所学知识可知，虽然镇、农村的生活
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与过去相比得到了改善，
但与城市相比仍没有优越性，所以这并不是导
致农民工回流的拉力，A 错误。虽然镇、农村
的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与过去相比得到了改善，
但与城市相比仍没有优越性，所以这并不是导
致农民工回流的拉力，B 错误。随着人们环境
保护意识的提高，城市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不
可能日趋恶化，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
要因素，C 错误。由于城市就业机会和经济收
入优于农村，大量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住房、子女教育等生活
成本提高，使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压力增
大，导致农民工回流，D 正确。故选 D。
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