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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变化的地表形态 

思考讨论俗语“沧海桑田”和“水滴石穿”,各是受哪种地质作用的
结果?

提示:沧海桑田是内力作用;水滴石穿是外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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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力作用与地表形态

1.板块运动与宏观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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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板块运动对宏观地形的影响。

①如图中a是大陆板块互相挤压碰撞地带,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

青藏高原。

②如图中b、c是大洋板块与大陆板块挤压碰撞地带,形成了深邃

的海沟、岛弧、海岸山脉。

③如图中d是陆地板块张裂地带,形成了东非裂谷带。

(1)板块名称。

地球表层的岩石圈被断裂带分割成六大板块,如图中A为欧亚板块, 

B为太平洋板块,C为印度洋板块,D为美洲板块,E为非洲板块,F为南

极洲板块。



-6-

第二节　地球表面形态
课前篇
自主预习

课堂篇
探究学习

当堂检测
首页

课前篇
自主预习

2.地质构造与地表形态

(1)地质构造。

由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层倾斜、弯曲,甚至是断裂的情形。

(2)主要类型。

①褶皱:强烈碰撞和水平挤压,使沉积岩发生弯曲,形成褶皱。有

背斜和向斜两种基本形态。

②断层:岩层受力达到一定的强度,发生断裂,两侧的岩层沿断裂

面产生显著的位移。分为地垒和地堑两种形态。

3.火山、地震活动和地表形态

(1)火山活动常形成火山锥、火山口等火山地貌。

(2)地震往往造成地壳断裂和错动。

思考讨论日本境内地震多发,世界上里氏6级以上地震20%都发

生在日本。日本为什么多火山、地震?

提示:位于板块交界处,地壳运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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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力作用和地表形态

1.外力作用的表现形式

主要有风化、侵蚀、搬运、堆积和固结成岩等。

2.外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塑造

(1)流水作用。

(2)风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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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生活1986年,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漂流探险队首次全程漂流

长江成功。试分析,在长江漂流的过程中,漂流探险队沿途(不同河

段)观察到的不同地貌及其所受的外力作用。

提示:(1)上游地区:侵蚀、搬运为主,多峡谷。

(2)中游地区:搬运、堆积作用为主,多冲积平原。

(3)下游地区:堆积作用为主,多冲积平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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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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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断题

(1)安第斯山脉是由美洲板块与太平洋板块挤压碰撞形成的。(　　

)

答案:×
(2)背斜顶部岩层张裂,岩性脆弱,易被侵蚀形成谷地。(　　)

答案:√
(3)新月形沙丘是风力侵蚀形成的。(　　)

答案:×
(4)造成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地表形态的原因是流水搬

运作用。(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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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板块的生长边界往往形成(　　)

A.海沟 B.孤岛 C.海岭 D.海岸山

答案:C

3.图中A、B、C、D四处中属于背斜的是　　　,属于向斜的是　　　

,属于地垒的是　　　,属于地堑的是　　　。 

答案:D　C　A　B



-12-

第二节　地球表面形态
课前篇
自主预习

课堂篇
探究学习

当堂检测
首页

课堂篇
探究学习

探究一 探究二 探究三

板块运动与宏观地形

问题探究

目前,公布的珠穆朗玛峰的海拔为8 844.43米,与我国1975年公布

的数据8 848.13米相比,珠穆朗玛峰“身高”整整低了3.7米。探险家

诺埃尔·奥德尔在1924年第一次发现了嵌入珠穆朗玛峰岩石中的海

洋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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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材料探究:

(1)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远古时期的海洋化石,说明了什么?

提示:在珠穆朗玛峰隆起之前,这里曾是汪洋大海。

(2)珠穆朗玛峰是长高了还是变低了？试用板块构造学说解释一

下。

提示:珠穆朗玛峰地处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碰撞挤压地带,

在不断地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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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精讲
板块运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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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板块的特征

(1)板块内部地壳比较稳定,板块交界处地壳运动活跃,多火山、

地震。

(2)六大板块中,太平洋板块几乎全部位于海洋上,亚洲的阿拉伯

半岛和印度半岛属于印度洋板块,中南半岛属于欧亚板块,红海位

于非洲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落基山脉是美洲板块与太平洋

板块碰撞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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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例剖析

例题1 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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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出板块名称:

A　　　　　　　,C　　　　　　　,E　　　　　　　。

(2)在板块的张裂地区可能会形成(　　)

A.海沟 B.海岸山脉

C.岛弧 D.裂谷

(3)有关板块构造学说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红海位于非洲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挤压边界附近

B.新西兰南、北二岛和澳大利亚大陆的地壳都比较稳定

C.印度、巴基斯坦位于板块的交界附近

D.太平洋沿岸广大地区主要为生长边界

(4)运用板块构造理论解释下列现象。

日本群岛的形成:　 ; 

苏门答腊岛的形成:　 ; 

大西洋面积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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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解答该题主要抓住三点:①六大板块的名称及位置,如A为

欧亚板块,B为非洲板块,C为印度洋板块,D为太平洋板块,E为美洲

板块,F为南极洲板块;②板块边界的类型及分布,即板块碰撞为消亡

边界,板块张裂为生长边界;③板块运动形成的宏观地形。

答案:(1)欧亚板块　印度洋板块　美洲板块

(2)D

(3)C

(4)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形成　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碰

撞形成　大西洋位于板块生长边界,未来可能会继续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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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构造与地表形态

问题探究

结合材料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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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一图1中A、B分别属于褶皱的哪种基本形态?如何区别

它们?

提示:A是背斜,B是向斜。一般情况下,从形态上可以区别它们,背

斜的岩层向上拱起,向斜的岩层向下弯曲。也可以根据岩层的新老

关系:中心部分岩层较老,两翼岩层较新为背斜;中心部分岩层较新,

两翼岩层较老为向斜。

(2)材料一图2中甲、乙从地貌形态上分别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

?

提示:甲为谷地,成因是背斜的顶部受到张力作用,岩石破碎,容易

被侵蚀,成为谷地;乙为山岭,成因是向斜的槽部受到的是挤压力,岩

石坚硬,侵蚀的速度很慢,形成山岭。

(3)材料二中的①②地质构造分别是什么?各自形成怎样的地貌

类型?

提示:①为地垒,②为地堑。地垒往往发育为山岭或高地;地堑往

往形成谷地或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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