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理必修一 第二章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

第三节《地壳的运动和变化》

周建民\铜川市印台区鸭口高级中学

【课标要求】 了解地质作用含义，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的主要表现

形式以及对地表形态的影响。让学生掌握三大类岩石的相互转化和地

壳物质循环的过程，通过地壳运动及地壳物质的循环等知识的学习，

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教材分析】 本节教科书从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角度分析地壳的

运动和变化，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大气和水的有关知识后，接着学习自

然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组成要素——地貌。地貌是指陆地表面的形态或

外貌，其形成主要受地质作用的影响，是地壳运动和变化的结果。在

陆地环境中，地貌对地表物质和能量起着再分配的作用，地貌的差异

必然会引起各种自然地理过程的相应变化，对地表其他要素有着重要

的影响。

课文一开头就说明了引起地壳运动和地表形态变化的作用，指出

地质作用与地壳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接着从能量来源的角度分析了

地质作用的两种类型——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内力作用的表现形式

有岩浆活动、地壳活动、变质作用和地震等，教科书重点分析了地壳

运动。外力作用主要表现为风化作用、侵蚀作用、搬运作用、沉积作

用等。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的一系列过程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密不

可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共同塑造着地表形态。教科书

最后一部分从三大类岩石的相互关系入手，阐明了地壳物质过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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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意义，用文字和图示说明地壳的组成物质在内外力作用下的循环

规律。本节的“案例研究”以社会现实材料为例，说明地貌是在内力

作用和外力作用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该案例联系实际，图文并茂，“用

事实说话”，生动体现了新课标“结合实例，分析造成地表形态变化

的内、外力因素”之要求，由浅入深地突破了内外力作用的相互关系

这一难点。

【学情分析】对于刚刚升入高中阶段的初中生来讲，本节课的内容既

陌生又熟悉，生活中的地壳运动现象比比皆是，但是，具体的学习和

研究还是不多见。从高中生的思维活跃，特别是逻辑推理能力较强，

课堂适宜采取合作探索的教学方法。我们罗列一些生活中地震、河流

流水和风蚀作用现象，结合课本的知识，理解地球内力和外力作用的

能量来源、表面形式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能够结合具体实例进行

分析。掌握地质构造的类型、判断，以及对找矿和工程建设的实践意

义，理解两种最基本的河流地貌——侵蚀地貌和堆积地貌的成因与分

布及其对聚落、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了解内力作用、外力作用的能量来源、表现形式

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掌握判别各种地貌成因的基本思路方

法。认识岩石圈物质循环的过程。

2、 过程与方法：结合各种景观图或地貌模型认识地貌形态；联系

物理作用、化学和生物变化，认识多种地貌的成因。结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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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物质形态、结构的变化，认识这一物质和能量的运动过程。

3、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用运动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探究事

物、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培养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念。

教学重点：地壳运动、造成地表形态变化的外力作用、地壳物质的循

环。

教学难点：内、外力作用的相互关系。

教学过程：

第 一 课 时

新课导入： 地球从形成到现在已经有数十亿年了，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组成地壳的物质一直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地表形态和内部结

构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这种由自然力引起的地壳的物质组成、内部结

构和地表形态发生变化的各种作用统称为地质作用。

地质作用按照其能量来源的不同，可以分析内力作用和外力作

用。内力作用主要是地球内能引起的，而外力作用则主要是由地球

以外的太阳辐射能和重力能等引起的。地表形态的变化都是这两种

力作用的结果。

教学正文：

造成地表形态变化的内力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岩浆活

动、地壳运动、地震和变质作用。

1、 岩浆活动：

概 念 地幔顶部的岩浆沿着地壳的薄弱地带向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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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侵入活动 岩浆上升到一定位置，由于上覆岩层的外压力大于岩浆的内

压力，迫使岩浆停留在地壳之中冷凝而结晶

喷入活动 岩浆冲破上覆岩层喷出地表，形成火山

影 响 形成了各种岩浆岩，也伴随着地震和其他形式的地壳运动

2、 地壳运动：

类型 项目 水平运动 垂直运动﹙升降运动﹚

运动方向 平行于地球表面 沿地球的半径方向上升或下降

影

响

岩 层 水平位移和弯曲变形 抬升或下沉

地 貌 常造成巨大褶皱山系、

裂谷或海洋

引起地表高低起伏或海陆变迁

举 例 喜马拉雅山脉形成，大西

洋扩张，东非大裂谷形成

台湾海峡形成，意大利那不勒斯

海岸的升降变化

关 系水平运动和 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常相伴发生，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

两者常有主 两者常有主次之分，但就全球而言，以水平运动为主。

3、 褶皱和断层：

地质构造 受 力 岩层变化 地 貌 主要区别 图 解

褶 皱 挤压力 波状弯曲

变形

褶皱山

脉

岩层未失

去连续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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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层 压力或张力

破裂并沿

破裂面有

明显相对

位移

断层面

常形成

陡崖，地

垒形成

块状山

地，地堑

形成狭

长的凹

陷地带

岩层失去

了连续完

整性

4、 地垒和地堑:

组合形成 岩层运动方向 地表形态 例 证 图 解

地 垒 两条断层之间

的岩层相对上

升，两边岩块

相对下降

常形成块

状山地

华山、庐

山

地 堑 两条断层之间

的岩层相对下

降，两边岩块

相对上升

常形成狭

长的凹陷

地带

东非大

裂谷、渭

河平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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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质作用：

概 念 改变岩石的原有结构及其形成其他类型的岩石的作用

影响因素 温度、压力等

结 果 形成变质岩

6、地震分布：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

能量大小：用震级表示，震级每增加一级，能量约增加 30 倍，3

级以下为微震，5级以上为破坏性地震。

要素：震中，震源，震中距，震级，烈度。

阅读： 板块构造运动

本“阅读”材料主要介绍了板块运动的基本内容，现整理如下：

板块构造学说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全球构造的

理论。其基本观点包括：﹙1﹚岩石圈是由板块构成的：地球的岩石

圈并不是整体一块，而是被一些活动带﹙如海岭等﹚分割成了许多单

元，这些单元叫做板块。全球岩石圈分为六大板块：亚欧板块、非洲

板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大板块又

可划分为若干小板块。﹙2﹚板块是不断运动的：板块漂浮在“软流

层”之上，处于不断运动之中。一般来说，板块内部地壳相对比较稳

定；两个板块之间的交界处，地壳运动比较活跃。﹙3﹚板块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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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移动形成了地球表面的基本面貌。

相对运动 对地球面貌的影响 举 例 边界类型

板块张裂 形成裂谷或海洋 东非大裂谷、

红海、大西洋

等

生长边界

板

块

相

撞

大陆板

块与大

陆板块

相撞

形成巨大的山脉 喜马拉雅山、

阿尔卑斯山等 消亡边界

大陆板

块与大

洋板块

相撞

大洋板块因密度较大，位置

较低，便俯冲到大陆板块之下，

这里往往形成海沟；大陆板块

受挤上拱，隆起成岛弧和海岸

山脉

马 里 亚 纳 海

沟、太平洋西

部岛弧等

消亡边界

第 二 课 时

造成地表形态变化的外力作用：

1、 外力作用的主要形式：

外

力

作

作 用 形 式 风化作用、侵蚀作用、搬运作用、沉积作用

作 用 地 点 地 表 或 近 地 表

物 质 方 向 从 高 处 向 低 处 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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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运 动 因 素 重 力

作 用 因 素 流水、地下水、冰川、海水、风、生物作用等

2、外力作用与地貌：

作用形式 概 念 分 类 对地貌的影响

风化作用

岩石在地表或接近地表的地方，在

温度变化、水、大气、及生物的影

响下发生的破坏作用

物理风化

化学风化

生物风化

破坏岩层；形成

风化壳

侵蚀作用

风、流水、冰川、海水等对地表岩

石及其风化产物的破坏作用

流水侵蚀

冰川侵蚀

海水侵蚀

风力侵蚀

进一步破坏地

表岩石，形成各

种侵蚀地貌

搬运作用 在流水、风、冰川等的作用下，经

风化和侵蚀作用破坏后的碎屑物

质离开原来位置的过程

风力搬运

河流搬运

冰川搬运

地壳夷平的重

要过程

沉积作用

被搬运的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沉积、

堆积的过程

机械沉积

化学沉积

生物沉积

形成各种沉积

地貌

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图 2-3-13 地壳的物质循环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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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组成地壳的物质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岩浆活动中侵入地壳裂隙或喷出地表，经过冷凝

作用形成侵入型岩浆岩或喷出型岩浆岩；岩浆岩在风化、侵蚀、搬运、

沉积以及固结成岩作用下形成沉积岩；各类已生成的岩石，在地壳的

一定深度处，经高温、高压下的变质作用形成变质岩；变质岩在地壳

深处，被高温熔化，形成新的岩浆。实际上除图中反映的情况外，变

质岩也可直接形成沉积岩，沉积岩也可形成新的沉积岩，沉积岩和岩

浆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直接重熔再生为岩浆。总之，在地壳物质的变

化过程中，从岩浆到形成各种新岩石，又到新岩浆的产生，这一变化

过程为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在岩石圈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在地球的外部之间、地球的外部和

内部之间、地球的内部之间，也在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与能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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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两千万年以来，珠穆朗玛峰地区抬升了约两万米，可是珠穆朗玛

峰海拔只有 8848.2 米；黄河每年将 16 亿吨左右的泥沙输往下游，其

中大部分注入渤海，有人计算过，用 2000 多年时间即可填满渤海，

可是长期以来渤海的形状基本未变。你知道原因吗？

【案例研究】：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气象厅表示，日本于当地时间 11 日 14

时 46 分发生里氏 9.0 级地震，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震

源深度 20 公里。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引发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

美国地质勘探局认为，此次发生在日本东海岸的东北-关东大地震

由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块的运动所致。日本气象厅认为此次地震是日

本地震记录史上震级最高的一次，为在板块交界处发生的逆断层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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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太平洋板块在日本海沟俯冲入日本下方，并向西侵入欧亚板

块。太平洋板块每年相对于北美板块向西运动数厘米，正是运动过程

中的能量释放导致此次大地震。

思考题：1、试分析日本地震发生的原因？

2、分组讨论地震引发的其他自然灾害链？

【教学建议】：

本节内容整个贯穿着物质运动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根据新课标

的要求，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教学中应侧

重对地理原理的分析、理解和掌握，对示意图的读图技能训练，以及

培养学生认定、提取、分析和加工有用现象信息的能力。要充分运用

教科书提供的各类图表资料，最好配合多媒体教学，以加深学生对地

理原理的理解，树立“地壳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

“探索”活动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本节

的“探索”是一个实验活动，旨在通过实验，让学生不仅对分选性沉

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而且能改变对地理课的看法，使学生体会到地

理课也是可以“做”的。“引起地壳运动和变化的力自何处？岩层受

力会使地表形态发生什么变化？”——引出地质作用的概念和分类，

进而从能量来源入手，分析内、外力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地表的影响。

作为地壳运动的证据，褶皱、断层、地垒、地堑等内容比较重要。

教学适应突出地壳运动这一主线，认为褶皱和断层都是地壳运动在地

表下留下的痕迹，区别在于褶皱是岩层的连续性变形，断层是岩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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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变形，地垒和地堑则是断层的组合。

对变质作用只需简单说明即可。板块构造学说是当今得到世界公

认的全球构造理论。外力作用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必面面俱到，可重

点分析流水和风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以及在这两种外力作用下

形成的侵蚀地貌和沉积地貌，因为这两类地貌在地球表面最具有普遍

意义。

地壳的物质循环过程看似复杂，但只要抓住关键，就不难理解。

及地壳物质的循环过程就是由岩浆到形成各种岩石，又到新岩浆的产

生这一变化过程。这里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念，

认识到地球上任何物质都在不断的运动，并在运动中进行物质和能量

的转化，三大类岩石也是如此。教学中可用下面的结构图说明三大类

岩石的转化关系，有助于理解地壳的物质循环。

案例研究——日本发生的 9.0 级地震。这个案例的教学，可用后

面的思考题在课堂上进行探究讨论，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每

个学生都自始至终参与到整个活动之中，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主动

获取知识，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学生讨论过程中， 教师根据学生的

活动情况， 帮助理解地震是地球内力作用的能量来源、表现形式及

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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