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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三单元第二节——走进敦煌风成地貌的世界 

研制人：陈学耘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11.25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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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结合材料，识别主要风成地貌的主要类型。(地理

实践力) 

2. 结合材料，分析风成地貌的形成与分布以及风成地

貌分布区的环境特征。(综合思维) 

3. 结合材料，理解风成地貌区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

系。(人地协调观)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67—70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敦煌概况 

1．位置、范围：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位于甘肃与青海、新疆的交界处，西面是沙漠，与罗布泊相连，北面

是戈壁，与天山余脉相接。 

2．自然地理特征：敦煌气候干旱，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因此地表的物理风化强烈，在风力作用下形

成了典型的风成地貌。 

二、从敦煌“魔鬼城”说风蚀地貌 

1．概念：风力对岩石、沉积物侵蚀而形成的地貌。 

2．特点：顶平、身陡。 

3．类型 

类型 特点 

风蚀垄 长条形 

风蚀柱 孤立的石柱 

风蚀蘑菇 “头大”“身小” 

风蚀雅丹 垄槽相间 

 

[温馨提示] 

一般情况下，越靠近地面，空气密度越大，空气中携带的沙尘等颗粒也越丰富，对岩体的风力侵蚀作用越

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风蚀蘑菇等地貌。 

三、从鸣沙山看风积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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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沙丘是干旱地区风力吹扬的松散沙粒堆积而成的。 

2．类型：纵向沙垄、金字塔形沙丘、新月形沙丘。 

3．新月形沙丘的特点：迎风坡较缓，背风坡较陡。 

[温馨提示] 

(1)在多沙的河谷地带、植被稀少的沙质湖岸，也能看到风积地貌，如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风沙地貌(爬升

沙丘)。爬升沙丘的剖面图与风向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2)风成地貌的形成与分布 

①形成过程 

 

②分布




主要地区：干旱、半干旱地区，如我国西北地区

其他地区


多沙的河谷地带，如丹娘沙丘

植被稀少的沙质湖岸和海岸，如沙滩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 

风成地貌 

类型 形成过程 典型景观 景观图 地貌特点 

风蚀

地貌 

风及其携带的沙粒

冲击和摩擦岩石，形

成风蚀柱、风蚀蘑

菇、雅丹等地貌 

风蚀柱 

 

垂直裂隙发育的岩石，在风长

期吹蚀下，形成的孤立石柱 

风蚀垄 

 

高起的风蚀土墩，呈长条形，

排列方向与主导风向平行 

风蚀蘑菇 

 

上部宽大、下部窄小(“头大、

身小”)的蘑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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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蚀城堡 

 

形似城堡，呈现许多层状墩

台，墩台的顶部较平坦 

雅丹地貌 

 

由不规则的沟槽和垄脊相间

构成，垄脊高度和长度不一，

走向与主风向一致，沟槽内常

有风沙堆积物 

风积

地貌 

风力吹扬沙尘，当风

力减弱或气流受阻

时，沙尘便降落到地

表，形成沙丘、沙垄

和黄土堆积 

新月形沙丘 

 

呈新月形，沙丘的两侧有顺着

风向向前伸出的两个尖角

(翼)。迎风坡较缓，背风坡较

陡 

纵向沙垄 

 

顺风向，呈互相平行的长条形 

方法指导： 

根据雅丹地貌垄脊的走向判断风向 

垄脊的走向与盛行风向一致，迎风坡一侧因受风力侵蚀明显，坡度较陡。如下图。 

 

拓展延伸：沙丘 

1．沙丘的类型 

类型 纵向沙垄 金字塔形沙丘 新月形沙丘 

特征 顺风向呈长条状延伸 形似金字塔状 形状类似新月 

图示 

   

 

2．根据沙丘形状和沉积物颗粒大小判断风向 

(1)根据沙丘形状判断风向 



 4 

 

(2)根据沉积物颗粒大小判断风向 

 

3．沙丘的移动规律 

新月形沙丘的迎风坡缓，背风坡陡。下图示意移动沙丘运动机制。 

 

 

迎风坡的沙粒在风力吹动下，不断的越过沙丘顶部并向下滑落，这样沙子源源不断的移动，沙丘向前缓慢

推移，成为移动沙丘。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读“地理景观图”，回答 1～2 题。 

 

1．导致图示景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  ) 

A．流水  B．冰川  C．海浪  D．风力 

2．图示景观照片显示的当地主导风向为(  ) 

A．东南风  B．西北风  C．东北风  D．西南风 

答案 1.D 2.B 

解析 第 1 题，图中景观为流动性沙丘，它是由风力堆积作用形成的。第 2 题，流动性沙丘的特点是迎风坡坡

度缓，背风坡坡度陡，并结合图中指向标，可以判断出当地主导风向为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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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费拉菲拉沙漠区有一片屹立在坚实的土层之上的、仿佛沙雕一样的巨大的蘑菇群岩层，被当地人称作

“蘑菇沙漠”。读图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 3～4 题。 

 

3．形成“蘑菇沙漠”的主导作用是(  ) 

A．风力侵蚀   B．流水堆积 

C．岩层挤压   D．火山喷发 

4．“蘑菇沙漠”最可能分布的地区是(  ) 

A．湿润地区  B．半湿润地区  C．半干旱地区  D．干旱地区 

答案 3.A 4.D 

解析 第 3 题，沙漠区气候干旱，降水少，风力作用强，故形成“蘑菇沙漠”的主导作用是风力侵蚀。第 4 题，

根据上题可知，“蘑菇沙漠”由风力侵蚀作用形成，最可能分布的地区是干旱地区。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课后检测】（作业时长 20分钟） 

乌尔禾魔鬼城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佳木河下游，是典型的雅丹地貌。这里的小丘按一定方向有规律

的排列。读图，回答 1～2 题。 

 

1．形成雅丹地貌的主要作用是(  ) 

A．物理风化作用   B．风力侵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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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风力搬运作用   D．风力堆积作用 

2．这里的小丘有规律排列的方向是(  ) 

A．东西向   B．南北向 

C．西北—东南向   D．东北—西南向 

答案 1.B 2.C 

解析 第 1 题，雅丹地貌主要是由风力侵蚀岩石形成的。第 2 题，雅丹地貌中，高起的风蚀土墩即风蚀垄，呈

长条形，排列方向与主导风向平行。据图可知，该地区为我国的西北地区，风口为乌尔禾魔鬼城西北方向，可

判断这里的小丘有规律排列的方向是西北—东南方向。 

下图表示一种由风力堆积形成的地表形态(线为等高线，单位：m)。读图，回答 3～4 题。 

 

3．图示地区的盛行风向是(  ) 

A．东北风   B．西北风 

C．东南风   D．西南风 

4．该类地貌在我国可能广泛分布的地区是(  ) 

A．东北地区   B．东南地区 

C．西北地区   D．西南地区 

答案 3.B 4.C 

解析 第 3 题，对于风积地貌来讲，背风坡往往坡度较陡且向内凹，而迎风坡往往坡度较缓，如向外伸出的舌

形；对于等高线图来讲，等高线密集处坡度较陡，等高线稀疏处坡度较缓。再根据图上指向标所示方向可判定

风向为西北风。第 4 题，图中所示地貌是风积地貌(沙丘)。该地貌主要分布在气候干旱、风力较大的地区。我国

西北内陆地区因为远离海洋，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沙漠、戈壁广布，所以此图

所示地貌在我国西北地区分布广泛。 

宁夏沙坡头在铁路沿线地带不懈治沙，历时 50 多年，成效卓著，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保 500 佳单位”称

号。读图，回答 5～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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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示地区的主导风向是(  ) 

A．西南风   B．东北风 

C．西北风   D．东南风 

6．其独创的草方格沙障对防治沙漠化的主要作用是(  ) 

①将草本植物栽成方格状，固定沙漠 ②增加地表粗糙度，削减风力 ③提高沙层的含水量，有利于固沙植物

存活 ④能大量吸收地下水，促使植物生长，固定沙漠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答案 5.C 6.B 

解析 第 5 题，根据图中沙丘的形状并结合指向标可以确定，图示地区的主导风向是西北风。C 项正确。第 6

题，利用草方格沙障固沙是其主要作用，通过增大地表粗糙度，减缓风力；增加地表覆盖，保存水分，有利于

固沙植物生长，起到固沙的目的。B 项正确。 

7．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如图所示区域海拔在 4 500 米以上，冬春季盛行西风，年平均大风(≥8 级)日数 157 天，且多集中在 10 月至

次年 4 月。青藏铁路在桑曲和巴索曲之间的路段风沙灾害较为严重，且主要为就地起沙。风沙流主要集中在近

地面 20～30 厘米高度范围内。 

分析错那湖东北部沿岸地区冬春季风沙活动的沙源。 

答案 多条河流在此注入错那湖，泥沙沉积，河口三角洲面积较大。冬春季河流水位低，河滩泥沙裸露；错那

湖水位低，(因河口处湖区水深较浅)出露的湖滩泥沙面积较大。 

解析 抓住材料中“就地起沙”的关键信息分析可得，沙源应该是来自错那湖东北部(铁路附近)沿岸地区，包括

河流入湖处的河滩和湖水下降出露的湖滩。再结合题干中“冬春季”这个时间段，可知此时间段河、湖水位低，

河滩和湖滩出露泥沙面积较大，成为沙源。 

 

丹娘沙丘位于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河谷中夏季云雾缭绕，冬季风力强劲，且水位季节变化大。美

丽的沙丘与碧蓝的雅鲁藏布江水、远方的雪山、近处的峻岭、蓝天白云组合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下面左图

为“丹娘沙丘附近等高线示意图”，右图为“丹娘沙丘景观图”。读图，完成 8～9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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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丹娘沙丘的成因主要是(  ) 

A．风力堆积   B．流水堆积 

C．冰川堆积   D．海浪堆积 

9．该沙丘的沙源主要是(  ) 

A．印度洋海滩   B．青藏高原疏松的土壤 

C．附近沙洲和河漫滩   D．塔克拉玛干沙漠 

答案 8.A 9.C 

解析 读图可知，丹娘沙丘附近河道有江心沙洲，且雅鲁藏布江水位季节变化大，冬季河床裸露，故该沙丘的

沙源主要是附近沙洲和河漫滩。河谷中冬季风风力强劲，沙洲和河漫滩的沙尘在冬季风的吹拂下，受到山壁阻

挡，在山坡下堆积，形成沙丘。 

风蚀坑通常指植被覆盖的固态沙丘或者平坦草地受风吹蚀而形成的凹地、槽和洼地。读“风洞实验中植被

覆盖度与土壤风蚀之间的关系图”，完成 10～11 题。 

 

10．下列条件中最有利于风蚀作用的是(  ) 

A．盛行风风速大   B．地表坡度大 

C．土壤颗粒大   D．植被覆盖度低 

11．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描述雅丹地貌的形成：“浍其崖岸，馀溜风吹，稍成龙形”，对其理解正确的是(  ) 

A．风力侵蚀是雅丹地貌形成的唯一原因 

B．风力搬运是雅丹地貌形成的唯一原因 

C．雅丹地貌是风力堆积作用形成的 

D．雅丹地貌形成的外力作用是风力和流水作用 

答案 10.D 11.D 

解析 第 10 题，结合风洞实验中植被覆盖度与土壤风蚀量之间的关系图，可以看出植被覆盖度越高，风蚀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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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风速大，但植被覆盖度高时，风蚀量依旧很小；风速小，但植被覆盖度低时，风蚀量依旧很大，故影响风

蚀量的主要因素是植被覆盖度。D 正确。第 11 题，“浍其崖岸，馀溜风吹，稍成龙形”，其含义是先有水的荡

蚀，后有风的吹蚀，其形状似龙。从描述中的“浍”“溜”“风”可以看出雅丹地貌的成因既有流水作用也有

风力作用，故 D 正确。 

福建平潭岛东北部的沙地底村北部分布着一座巨大沙丘，沙丘与村庄近在咫尺(下图)。岛上常年盛行东北风，

风力 6～7 级。据此完成 12～13 题。 

 

12．该沙丘的沙源最可能来自(  ) 

A．河流沉积出露河床   B．海滨的沙滩 

C．岩石就地风化   D．人为堆积 

13．形成该沙丘的直接原因最可能是(  ) 

A．海水堆积   B．流水堆积 

C．冰川堆积   D．风力堆积 

答案 12.B 13.D 

解析 该地区盛行东北风搬运海滨沙滩的泥沙遇到山地阻挡，气流抬升，风力减弱，最终泥沙下沉，堆积而形

成沙丘。 

14．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的湖畔、河边和海滨，偶见规模较小的沙丘群。其形成的主要条件为所在地区沙源丰

富、多风、植被稀疏。下图所示区域中，M 处发育了规模较小的沙丘群；H 县城附近是著名的风口，冬春季节

风力尤为强劲；河流发源于黄土高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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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 M 处附近沙源较丰富的原因。 

(2)分析 H 县城附近冬春季节风力强劲的原因。 

(3)某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对 M 处的沙丘群规模是否会扩大产生了争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选择你支持的

一种观点，为其提供论据。 

观点 A：M 处沙丘群规模会扩大。 

观点 B：M 处沙丘群规模不会扩大。 

答案 (1)(M 处附近的)河流从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在河边、河床沉积；(河水水位季节变化大，)枯水季节河

床裸露；风沙在此堆积。 

(2)冬春季节盛行西北季风(偏北风)；河谷延伸方向与盛行风向基本一致；H 县城附近为河谷交汇之地，(形成风

口，产生狭管效应)。 

(3)观点 A：M 处沙丘群规模会扩大。 

论据：该区域西临黄土高原，北临内蒙古高原，大风可将沙尘吹到此处；河流持续搬运泥沙；人类活动用水量

增加，导致河床裸露期增长；风出风口后，在 M 处速度降低，风沙在此沉积。 

或观点 B：M 处沙丘群规模不会扩大。 

论据：位于半湿润区，降水较丰富，风沙发生季节短(主要发生在冬春季节)；河流源地及流经地区植树造林保持

水土(使河流搬运的泥沙量减少)；沙源集中分布在河床与河边，面积较小，不足以形成面积较大的沙丘群；位于

山区，附近有水库，沙丘群难以向周围扩展。 

解析 第(1)题，根据题中信息可知，河流发源于黄土高原地区，会带来大量泥沙，枯水季节水位较低，河床泥

沙裸露，风出风口后，M 处附近风力减小会导致风沙堆积。第(2)题，冬春季节我国北方地区盛行西北季风，根

据图中信息可知，河谷走向和风向大体一致，且河谷地形加剧了风势，故冬春季节风力强劲。第(3)题，先表明

观点，然后说明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如选择观点 A(沙丘群规模会扩大)，则要根据材料中沙丘群形成的条件说

明理由，即风和河流带来泥沙导致沙源丰富，河床裸露、风力减小导致泥沙堆积。如选择观点 B(沙丘群规模不

会扩大)，则要说明泥沙来源减少的原因以及限制沙丘群规模扩大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