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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一单元第二节——人口迁移

研制人：陈学耘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________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资料，描述人口分布、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

素，并结合实例，解释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

合理容量。

1. 了解人口迁移的概念。

2. 结合实例，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归纳人口迁移的特

点。

3. 结合实例，分析不同时期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

素。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10—15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人口迁移及其特点

1．概念：人口迁移指人口变换常住地的 移动，它反映人口在地域之间的 变化，使人口空间分

布变得复杂。

2．类型：一般分为 人口迁移和 人口迁移。

3．不同历史阶段人口迁移的原因和特点

时期 原因 特点

人类社会早期 满足 需求 经常迁移

古代农业社会 寻求更适宜的生活环境 以 迁移或大批迁移为主

15世纪至

19世纪
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

以跨越大洲、海洋的远距离国际人口迁移为主，人口

迁移规模 ，持续时间长

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

国内人口迁移：以向 迁移为主

国际人口迁移：趋于向 国家和地区迁移；永久性定居移民比例减小，

非定居的 增多；人口迁移目的和形式日益多元化等

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1．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
距离因素

生态环境变化

社会经济因素

收入因素

国家政策

文化背景

宗教

个人决策的主观性

2．人口迁移的动力：可以形象地归结为“ ”和“ ”。

动力 含义 影响因素 影响结果

推力
原居住地一种或多种劣势

所产生的力

气候 、人口过多、食品供应 、

居住条件差、就业 等
迫使人口迁出

拉力
迁入地一种或多种优势所

形成的力

适宜的气候、 的土地、较多的就业机

会和较高的收入、良好的教育条件、理想的

生活方式、 的社会环境、多样的文化等

吸引人口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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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我国的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

1．人口迁移

(1)原因：我国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各地 环境和 发展差异显著。

(2)特点：持续时间 、规模 、迁移 和形式复杂多样等。

2．人口流动

(1)概念：指因 、 、旅游、探亲等原因 离开原居住地的人口移动现象。

(2)影响因素：人口流动的强度主要取决于 、文化发展水平。

(3)流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自发性地涌向 ，特别是涌向经

济 的沿海 城市。

(4)影响

①有利影响：对促进 发展、调节人口 分布、加强民族融合和 交流等都有积极作用。

②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入地的 、 、市政设施等造成压力，并带来 等

方面的问题。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点一 人口迁移及其特点

1．读图，探究下列问题。

(1)若 A、B、C代表三个不同的国家，则图中不属于国际人口迁移的有哪些？原因是什么？

(2)若 A、B、C代表我国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则图中代表人口迁移的有哪些？属于哪一类人口迁移？

(3)农闲时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属于人口迁移吗？为什么？

2．读教材 P11图 1—2—1 “15～19世纪的国际人口迁移示意”和 P11图 1—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

际人口迁移示意”，探究下列问题。

(1)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是人口迁出地吗？为什么？

(2)比较两图，15～19世纪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为人口迁入地的大洲有哪些？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口迁移有哪些新特点？

核心归纳：

1．人口迁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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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流向和原因

时期 特点 流向 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

“旧大陆”→“新大陆”已开

发国家→未开发国家

欧洲→美洲非洲→美洲中、日、

印度等国→东南亚、美洲

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

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定居移

民(减少)转向外籍劳工(增多)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北美、西

欧等发达国家及西亚石油产区

各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劳

动力供求关系的地区差异性

3.国际人口迁移的新表现

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际人口迁移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其中科技移民、劳务输出和国际难民迁移是三种

常见形式。可按迁移原因→方向→影响的思路对比分析如下：

迁移形式 科技移民 劳务输出 国际难民迁移

迁移人口类型 高素质人才 廉价劳动力 战争难民、政治难民

迁移的原因
寻找更好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条件

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力不足；寻找

更多的就业机会

战乱、种族冲突、政治迫

害

迁移的方向
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

国家

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由人

口稠密国家流向人口稀疏国家

流向和平国家、能对难民

提供避难需要的国家

产生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人才和经

济上蒙受双重损失

缓解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赚取外

汇

给迁入国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带来诸多问题

探究点二 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

我国东北地区有辽阔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矿产，在明清时期，大量移民来此开荒种地并定居下来。

移民以山东人最多。由于明朝以后，东北地区俗称“关东”，所以人们便把这一人口迁移现象称为“闯关东”。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增长迅速，导致两地间人口迁移方向发生逆转，称为“雁南飞”现象。下图为我国东

北地区不同时期人口迁移图。

1．指出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的主要路径。

2．你认为出现“雁南飞”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简述“雁南飞”现象对山东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

核心归纳：

1．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1)自然因素

因素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案例

气候
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推动人口迁

移到气候适宜地区

20世纪 60年代末到 70年代初美国许多老年人由东

北部的“冷冻地带”向南部和西部的“阳光地带”

迁移

土壤及

土地
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人口迁移 农业社会人们为寻找肥沃的土地而迁移

水资源
水资源的分布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人类生产、生活的格局
畜牧区人们“逐水草而居”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能吸引大量人口的迁入 大庆油田的开发等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引起饥荒或生态环境变化而迫使

人们迁移
中国汶川新县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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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因素

因素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案例

经济发展

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多数情况下人口迁移是为

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宏观经济布局的改变也造成大量人口迁移

高学历人员到发达国家工作并定

居

交通和通信
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相对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促进了人

口迁移

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人口迁移

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大型建设项目布

局、区域大规模

开发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机遇，吸引大量人口迁

入，改变人口迁移的流量和流向

新疆石油基地建设、西部大开发吸

引人口迁入

(3)社会因素

因素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案例

社会文

化

文化教

育

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期望及认

识外部世界的态度，促进了人口迁移
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婚姻家

庭

婚姻是影响青年人口迁移的重要因

素，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的

迁移起重要作用

军嫂随军

政治

政策
国家有关人口迁移政策的实施，直接

影响人口迁移的流量与流向

我国 20世纪 60年代有组织地移民支援边疆省份；

我国 20世纪 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我国 20世纪 80年代知识青年大量返城

社会变

革

政治变革、政治中心的改变常引起人

口迁移
历史上我国都城变换和朝代更迭引起的人口迁移

战争
战争破坏人类正常的生活环境和秩

序，并引发人口迁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当代局部战争

和冲突引起的人口迁移

2.人口迁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1)对迁入地的影响

(2)对迁出地的影响

3．我国的民工流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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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分析思路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具有具体性和复杂性，因此在分析某具体案例时，要注意以

下原则：

(1)全面分析抓重点：影响某地人口迁移的因素不止一个，既要全面分析，又要抓住主要因素作重点分析。一般

情况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经济因素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人口迁移的成因不同，如下表所示：

差异 主要影响因素

时间差异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然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小，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

地域差异 由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

年龄差异
青壮年人口迁移主要是经济因素或婚姻因素；老年人口迁移可能是家庭因素或环境因素；青少年

人口迁移最可能是家庭因素或教育因素

性别差异
男性人口迁移，迁入区可能重工业发达，以第二产业为主；女性人口迁移，迁入区可能轻工业发

达，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为主

文化差异
学历水平较高的人群迁移，迁入区一般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学历水平较低的人群迁移，迁入区一

般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下图为“人口迁移模式图”。读图完成 1～2题。

1．属于国际人口迁移的是( )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2．不属于人口迁移的是( )
A．②⑤ B．⑥⑦ C．②④ D．④⑤

3．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B、C 两个箭头中表示黑人奴隶贸易的是________，这些黑人

主要来自________中部和西部；表示华工迁移路线的是________。
(2)A 、 B 、 C 三 个 箭 头 中 ， 表 示 国 际 人 口 迁 移 的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示国内人口迁移的是________。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是我国重要的人口输出大省，下图示

意安徽省人口主要输出目的地，线条粗细表示人口迁移的规模。

读图完成 4～5题。

4．影响安徽省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是( )
A．国家政策 B．经济因素

C．气候因素 D．资源开发

5．安徽省流向广东和江苏的人口规模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江

苏( )
A．经济更发达 B．就业机会多

C．科技更发达 D．空间距离更短

白山市，位于吉林省长白山西侧。近年来，每年的 6～9
月，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到白山休闲度假。据此完成 6～
8题。

6．白山市每年 6～9 月出现的人口流入高峰，其原因类似于
( )
A．三峡水电站建设移民 B．10月份大量农民工去新疆采摘棉花

C．我国每年的春节返乡潮 D．美国五大湖区老年人向墨西哥湾沿岸迁移

7．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人口流动新现象，白山市亟需( )
A．发展森林工业 B．完善食宿、医疗服务 C．整治水土流失 D．加快高档别墅区开发

8．白山市人口流动新现象的积极影响是( )
A．提高人口素质 B．增加就业压力 C．促进商业发展 D．减轻环境压力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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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地理学科作业

第一单元第二节——人口迁移

研制人：陈学耘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学号：________时间：________作业时长：20 分钟

【课后检测】（★为选做题）

下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及附近地区人口迁移方向示意图”(箭头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移

民路径，圆圈内的区域为欧洲核心区)。读图回答 1～2题。

1．图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 )
A．由核心区迁往边缘地区 B．由欧洲沿海地区迁往内陆地区

C．由边缘地区迁往核心区 D．由经济发达区域迁往经济落后区域

2．图中能够表现出来的跨大洲的人口迁移方向是( )
A．由亚洲迁往欧洲 B．由非洲迁往欧洲

C．由北美洲迁往欧洲 D．由大洋洲迁往欧洲

下面漫画示意我国不同阶段户籍迁移记忆。读图完成 3～4题。

3．影响阶段Ⅰ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是( )
A．教育水平 B．医疗卫生

C．经济水平 D．交通状况

4．阶段Ⅱ的人口迁移对农村的主要影响是( )
A．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B．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C．加剧农村的污染程度 D．加剧农村老龄化状况

2020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几乎同时推出了以落户优惠为主导的人才政策，其意图显然在于吸引各类优秀

人才，目前在这些城市之间正进行着一场空前的“抢人大战”。下图为“‘抢人大战’引发的人口迁移示意

图”。读图回答 5～6题。

5．下列属于中小城市人口迁入一线城市推力的是( )
A．生活成本低 B．发展空间小

C．安稳的生活 D．物质回报实惠

6．“抢人大战”引发的人口迁移，对迁入地造成的影响是( )
A．缓解人地矛盾 B．合理利用剩余劳动力

C．保护生态环境 D．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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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图为“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务工经商人口流动示意图”。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口流入数量比较多的省级行政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新疆吸引人口流入

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简述四川省人口大量外迁对本省产生的积极影响。

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人口迁移示意图”，回答 8～9题。

（★选做题）8．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迁移的方向是( )
A．都从发达国家迁往发展中国家

B．都从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

C．主要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迁往收入高的地区

D．主要从南半球国家迁往北半球国家

（★选做题）9．影响图示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包括( )
①频繁的战争 ②资源开发 ③新大陆开发 ④经济因素

A．①④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日趋频繁。读图完成 10～11题。

10．上图为“2012年我国部分省级行政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量统计图”，该图可以反映出人口迁移情况。

图中①②③④对应的省级行政区最可能是( )
A．粤、豫、黔、沪 B．豫、粤、黔、沪

C．粤、豫、沪、黔 D．豫、粤、沪、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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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对当前人口迁出主要流向的表述与实际最相符的是( )
A．河北流向辽中南地区 B．安徽流向京津地区

C．湖南流向长三角地区 D．广西流向珠三角地区

在春运返乡大潮中，外来务工者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四川是我国六大人口外出就业省之一，人口返乡

潮规模大。下图示意 2019年四川省春节回流人口来源省、市分布情况(图中横条长短表示人口相对数量)。据此

完成 12～14题。

12．影响四川外出务工人员流动的主导因素是( )
A．气候 B．地形 C．经济 D．生态

13．与广东相比，重庆吸引较多四川务工人员的主要原因是( )
A．相距较近，经济联系多

B．交通发达，便于出行

C．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

D．环境优美，人口容量大

14．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回四川，可能造成当地( )
A．就业压力增大 B．房价提高

C．教育水平提高 D．交通拥堵加剧

（★选做题）15．结合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2015年 9月，联合国发布数据称，欧洲将迎来“战后最大难民潮”，源源不断的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

利比亚等战争、局势动荡地区。据了解，此次难民潮有大批难民选择前往德国。德国的经济发达，当前人口出

生率和失业率都很低，政府和民众对难民持欢迎态度。

材料二 叙利亚及周边国家示意图和叙利亚难民避难地分布图。

(1)运用地理知识，分析大量叙利亚难民选择到德国避难的原因。

(2)从人口角度分析，大量难民涌入将会给德国带来哪些影响？

(3)说出叙利亚难民避难地分布的突出特征，并简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