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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重点、难点

1. 运用世界洋流分布图，说明世界洋流的分

布规律

2. 并举例说明洋流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

影响。

说明世界洋流的分布规律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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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洋流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环境类型 影响 举例

气候

促进高低纬度之间的 输送和

交换，调节全球

暖流：

寒流：

海洋生物

寒、暖流交汇处，海水受到扰动，

将下层营养盐类带到表层，利于浮

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提供

上升流将

海洋污染 加快 ；扩大

海洋航行

影响航行速度、时间及经济效益

热带海域寒流流经地区、寒暖流交

汇处形成 ，不利于航行

洋流从北极携带冰山南下，对航行

不利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考向一：洋流对气候及生物的影响

1．下图示意我国近海海面年蒸发量的分布。部分海域蒸发强烈，出现

了年蒸发量大于 2 000毫米的高值区。形成年蒸发量高值区的原因是

该海域( )

A．海水流动快 B．有暖流经过

C．太阳辐射强 D．靠近陆地

探究一：洋流对航海的影响

2．2013年 4月 5日，我国帆船手驾驶“青岛号”帆船荣归青岛港，实现了中国人首次单人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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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环球航海的壮举。下图为“此次航行的航线图”。此次航行中，最能利用盛行风和洋流的航

程是( )

A．南美洲以南→非洲以南

B．非洲以南→南海

C．南海→台湾海峡

D．台湾海峡→青岛

学法指导：判定洋流性质

(1)由水温高的海区流向水温低的海区的洋流为暖流(下图

中的洋流M)；反之则为寒流(下图中的洋流 N)。

(2)通过纬度的变化规律，由较低纬度流向较高纬度的洋流

一般为暖流，反之则为寒流。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下图为“北太平洋主要‘垃圾洲’(由大量塑料物品和碎屑物组成的漂浮物聚集区域)分布

示意图”。完成(1)～(2)题。

(1)“垃圾洲”的固体漂浮物主要来自( )

①大气沉降 ②河流输入 ③海洋运输 ④海底

上泛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2)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震中位于图中

甲地，附近海域产生大量的固体漂浮物，这些漂浮

物在洋流作用下主要漂向( )

A．西北 B．东南

C．东北 D．西南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课后检测】

课时精炼 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