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描述自然资源

的主要特征；

●举例说明自然资源与人们生产生活的

关系，认识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重

要意义。

1. 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

2. 能正确认识我国的自然资源现状，树立节约和保护自然

资源的行为意识。

知识点 01 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

温馨提示：请先预习通读课本，并注意用铅笔在地图上标绘。

阅读<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熟悉教材内容，完成下列任务。

1.自然资源定义：

人类直接从     获得，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和能量。如土地、矿产、森林、水能、太阳能等。

方法点拨：判定是否是自然资源的方法

（1）是否天然存在，源于     ，即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得，不是人类劳动产品。

（2）对人类活动     ，即为人类带来福利，为人类所用。

2.自然资源分类

（1）可再生资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更新、再生、或者可以循环使用称为可再生资源。

举例：                   等。

（2）非可再生资源：再生过程非常缓慢，相对人类历史而言，几乎不可    ，用一点就少一点的是非

可再生资源

举例：      资源，如煤、石油、铁矿等。          

3.自然资源的利用

对于可再生资源如果利用合理，并注意            ，便能够实现可持续利用；

对于非可再生资源我们更应当             。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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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图片，完成下列活动。

1．上面几幅图片中，哪些是自然资源？说明理由？

2．上面几幅图片中，哪些不是自然资源？说明理由？

知识点 02  总量丰富 人均不足

阅读<总量丰富 人均不足>，熟悉教材内容，完成下列任务。

1.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总量     、人均     。

我国陆地面积居世界第   位，但人均土地占有量却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

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居世界第    位，但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

我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   位，但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

我国河流年径流量居世界第   位，但人均径流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

我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   位，但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

2．保障自然资源供给的主要途径：

（1）培养节约能源的意识。

（2）开发   、    。

（3）改进   ，提高资源   率，加强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增殖使用。

（4）扩大铁矿石、石油等重要资源的进口渠道。



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已被广泛利用于生产生活中。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能开利用前景广阔。

读“中国太阳能分布示意图”（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1．有关我国太阳能分布的叙述，正确的是（   ）

A．青藏地区大部分属于太阳能“丰富区” B．北方地区大部分属于太阳能“贫乏区”

C．南方地区大部分属于太阳能“丰富区” D．西北地区大部分属于太阳能“可利用区”

2．下列城市居民使用相同的太阳能热水器，效果最佳的是（   ）

A．广州 B．重庆 C．拉萨 D．上海

要点 01  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

【易错警示】

可再生资源一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可再生资源可再生、可更新或者可循环使用,但不是绝对的。如果利用不当,可再生资源也可能变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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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资源。如人们乱捕滥杀导致某些动物物种灭绝,水污染后也不能重复利用等。





逐 点 击 破
考点 01 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场馆全部采用“绿电”，首次实现了奥运史上 100%清洁能源供应。“绿电”是利用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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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获得的电能。依据资料，完成下面小题。





1．下列均属于可再生资源的一组是（   ）

A．土地、石油 B．森林、水 C．阳光、煤炭 D．铁矿、天然气

2．北京冬奥会场馆 100%采用“绿电”，体现了我国（   ）

①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③在世界发展中做负责任的大国④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迅速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考点 02 总量丰富  人均不足

我国正建设低碳节能社会，促进能源消费转型。下图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比重环状图，读图完成下面

小题。

3．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   ）

A．煤炭为可再生资源 B．占比最大的始终是石油

C．增幅最大的是煤炭 D．清洁能源占比持续上升

4．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表明（   ）

①清洁能源已全面替代煤炭②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促进空气质量的改善

③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加大④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下列对自然资源基本特征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石油、煤炭属于可再生资源 B．森林、水能属于非可再生资源

C．土地、铁矿属于可再生资源 D．石油、铁矿属于非可再生资源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读表，完成下面小题。

表：我国部分自然资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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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面积 矿产资源 耕地面积 水资源 森林面积

总量世界排名 3 3 4 6 6

中国人均/世界人均 小于 1/2 小于 1/2 2/5 1/4 1/3

2．下列物质或能量属于可再生资源的是（   ）

①风能②水资源③汽油④水电⑤森林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⑤

3．下列有关我国自然资源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总量丰富，人均不足 B．地区分布不均

C．水资源利用合理 D．南方以水田为主，北方以旱地为主

4．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下列做法不正确的是（   ）

A．培养节约意识 B．开发新材料、新能源

C．改进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D．扩大铁矿石、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开采规模

截至 2023年 3月，我国非可再生资源发电装机容量首次降到 50%以下，清洁能源供应比例不断上升。

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5．下列属于利用可再生资源的是（   ）

A．煤炭发电 B．汽油发电 C．柴油发电 D．水力发电

6．长江上游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是（   ）

A．乌东德 B．三峡 C．白鹤滩 D．溪洛渡

7．长江上游水能资源丰富，在地形方面的原因是（   ）

A．气温高 B．落差大 C．植被密 D．人口多

稀土资源主要应用于高端芯片、航天航空等战略性产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生产国、消费国和供应

国。目前，我国在高精尖技术应用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下图为我国稀土比重分布及中国稀土占

国际市场比例示意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8．我国稀土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是（   ）

①北多南少  ②南方以轻稀土为主  ③分布最多的省份简称新  ④北方以轻稀土为主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③

9．1970-2010 年中国稀土占国际市场比例的变化趋势是（   ）

A．有升有降 B．不断下降

C．保持不变 D．不断上升

10．针对我国稀土产业发展现状，以下建议可行的是（   ）

A．增加稀土矿开采量 B．将稀土低价出口

C．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 D．增加稀土提纯部门的数量

2020年 11月 10日，能源转型国际论坛在京举行。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全球能源互联网”项目将有力

带动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全球能源革命。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1．下列资源中，人类正在开发的新能源是（   ）

①太阳能；        ②风能；        ③煤炭；        ④石油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②③

12．电动汽车替代传统汽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

A．降低生产成本 B．减少能源消耗 C．改善大气环境 D．避免交通堵塞

磷矿是一种战略储备资源，用于生产磷肥及电池。图为全球磷矿资源储量和产量分布图，读图，完成

下面小题。



13．读图可知（   ）

A．我国磷矿石产量全球第二 B．约旦磷矿石储量约为 60 亿吨

C．俄罗斯磷矿石储量占比 6% D．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地区储量最多

14．依据图中数据可推出（   ）

A．世界磷矿储量分布均匀 B．各国磷矿产量基本一致

C．中国的磷矿资源开发前景好 D．我国磷矿开发后备资源不足

15．我国从磷矿资源安全角度出发，比较适宜的做法是（   ）

A．加大磷资源综合利用，提高利用率 B．扩大进口途径，全部依赖国外进口

C．磷矿不可再生，应立刻停止开采 D．大量出口磷矿石，提高经济收入

下图示意四川省电力构成情况。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16．四川省电力构成中水电的比例很大，主要原因有（   ）

A．工业发达，电量需求很大 B．地形平坦，有利于修建水电站

C．地处地势阶梯交界处，水能丰富 D．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大

17．2022 年南方地区出现特大干旱，水电大省四川省出现了电力紧张局面。立足绿色发展，今后四川电力

工业发展的展望，不包括（   ）



A．规划发展核电 B．大力发展大型火电

C．有计划推进水电开发 D．依靠科技发展新能源

18.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漫画。

  

材料二：中国自然资源的现状。

矿产资源 耕地面积 河流年径流量 森林面积

总量居世界的位次 3 4 6 6

人均量与世界人均量比值 不到 1/2 2/5 1/4 1/3

(1)材料一中，漫画《所剩无几》揭示了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是___。

(2)材料一中，漫画《能源危机》反映的是中国下列哪种资源相对短缺（   ）

A．煤炭 B．石油 C．铁矿 D．水

(3)假如你是中国能源部部长，你认为下列哪些途径可保障国家的能源供给（   ）

①扩大进口渠道 ②开发新材料、新能源 ③大量砍伐木材，作为替代能源 ④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

率

⑤培养人们节约能源意识    ⑥严禁开采石油、煤炭等能源

A．①②③④⑤⑥ B．①②③④⑤ C．①②④⑤ D．②③④⑤⑥

(4)材料二反映了中国自然资源的特点是___。





3.1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描述自然资源

的主要特征；

●举例说明自然资源与人们生产生活的

关系，认识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重

要意义。

3. 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

4. 能正确认识我国的自然资源现状，树立节约和保护自然

资源的行为意识。

知识点 01 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

温馨提示：请先预习通读课本，并注意用铅笔在地图上标绘。

阅读<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熟悉教材内容，完成下列任务。

1.自然资源定义：

人类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和能量。如土地、矿产、森林、水能、太阳能等。

方法点拨：判定是否是自然资源的方法

（1）是否天然存在，源于自然界，即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得，不是人类劳动产品。

（2）对人类活动有价值，即为人类带来福利，为人类所用。

2.自然资源分类

（1）可再生资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更新、再生、或者可以循环使用称为可再生资源。

举例：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

（2）非可再生资源：再生过程非常缓慢，相对人类历史而言，几乎不可再生，用一点就少一点的是非

可再生资源

举例：矿产资源，如煤、石油、铁矿等。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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