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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直射点移动 、 昼夜长短变化
”

演示教具的制作

李 娟 黄 瑞

（ 四川省巴 中市第二中学 ， 四川 巴 中 ）

摘要 ：
为 了 帮 助学生直观 、形 象地理解

“

太 阳直射点移动 、昼夜长短变化
”

的过程和现象 ， 制 作演 示

教具 ，
用 以演示上述过程和现象 。 文章对该教具 的 制 作过程 、功 能 、

创 新点及进一步 的设想进行

了 阐述
， 并就

“

昼夜长短变化
”

进行 了 教学活动设计 。

关键词 ：教具制作 ；
太阳 直射点 ；

回 归 运动 ；昼夜长短变化

一

、制作背景

高 中地理必修 ｒ 地球的运动
”

内容宏观性 、空

间性和动态性较强 ， 属于教学难点 ， 学生须具备抽

象思维和立体空间思维能力才能掌握 ，而高
一

学生

尚未建立起空间概念 ， 上述能力欠缺 ， 因此设计能

够直观 、动态展现地球 自 转 、公转及其意义 的教具

十分有必要 。

二 、材料准备

地球仪 １ 个 、文件夹 １ 个 、 ＬＥＤ 灯 ２ 个
、
激光器

２ 个 、 电源开关 ２ 个 、充电宝 １ 个 、纽扣电池 ３ 颗 、钢

丝 ０ ． ５ 米 、记号笔 、铅笔 、强力胶 、双面胶 、 电胶布 、

锡焊器 、直尺 、橘色球 、美工刀或剪 刀 、裁圆器 、压缩

泡沫板 、铁锤 、钳子 、空心钢轴 。

三 、制作过程

本教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黄道面 （ 地球公转轨

道面 ） 、太阳直射点 、地球 （ 含挡光板 、昼夜弧线等 ） 。

１ ．

“

黄道面
”

的制作

（ １ ）通过电脑绘制黄道面平面图 ， 在平面图上

分别标注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四个主要节气的名

称
、时间 以及太阳 的位置 。

（
２

） 将绘制 好的 黄道 面平 面图 喷 印 到
一个

５０ 厘米 ｘ ６０ 厘米的压缩泡沫板上 （ 见图 １
） 。

２
．

“

太 阳直射点
”

的制作

（
１

） 将橘色球作为太阳 ，把激光器放置于橘色

球体中 间 ，用激光器来表示太阳直射点 。

（ ２ ） 把激光器和带纽扣电池的开关相连接 ， 使

开关按钮露出球体外 （ 见图 ２
、 图 ３ ） 。

（
３

）用铅笔将塑料底座与橘色球相连接 ，
铅笔

可调节橘色球的高度 （见图 ４
） 。

图 ４

５３

作者 简介 ： 李娟
，

二级教师
， 自 制 演示教具 曾 在四 川 省 第 十三届优秀 自 制教具评选活动 中 获得一等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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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地球 （ 含挡光板 、昼夜弧线等 ） 的 制作

（ １ ）挡光板的制作

①用裁圆器将文件夹封面裁成半径 比地球仪

小 ０ ． ３ 厘米的 圆 （ 见图 ５
） ，再将其从正中

一

分为

二
，把中部裁掉

一

部分 （

一头宽约 １ ． ５ 厘米
，

一头宽

约 １ 厘米 ） ， 然后将其固定在
一

根空心钢轴 （ 即地

轴 ） 上 （ 见图 ６
） 。 此时挡光板能在钢轴上做 ３６０

°

转动 。

图 ５图 ６

②将一根长度适中 的钢丝穿过钢轴后固定在

挡光板的
一

侧 ， 用以调节和控制挡光板的转动方向

和角 度 （见图 ７ ） 。

图 ７

③将激光器垫高 固定在挡光板的正中心位置 ，

垫高激光器是为 了保证挡光板能在钢轴上来 回转

动至少 ２３
°

２６
＇

（ 见图 ８
） ，然后将两个 ＬＥＤ 灯分别固

定在挡光板的两侧 （ 见图 ９
） 。

＾１

：

ｉｔＵ

图 ８ 图 ９

④用铁锤将地球仪沿赤道锤开 ， 然后将制作

好的挡光板等安装到地球仪内部 ，
并用锡焊器 、

电

胶布等将激光器 和两个 ＬＥＤ 灯与 电 源开关相连

接 （ 见图 １ ０
） ， 再用强力胶把打开 的 地球仪合 在

（ ２ ）昼夜弧线的制作

用美工刀在地球仪表面赤道及南北讳 ６０
°

的位

置裁出三条宽约 ０ ．
２ 厘米的透明带 ，用 以表示昼夜

弧线 （ 见图 １ １
） 。

４ ． 组合成型 （ 见 图 １ ２ ）

图 １２

四 、教具主要功能

本教具可演示以下 内 容 ： 昼夜现象和昼夜交

替 ；
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 ；

晨 昏圈 的位置变化 ； 随

季节变化 ，确定出现极昼 、极夜的地区和范围 。

五 、活动设计

１
．
活动 内 容

用 自制教具模拟演示昼夜长短随太阳直射点

南北移动的变化规律 。

２
．
活动 目 标

观察并总结昼夜长短的变化规律 。

３ ． 活动说明

（ １ ）关于
“

昼夜长短变化
”

的教学应把握好两

个变化 ： 同
一

时刻随讳度的 变化 ； 同
一

纬度随时间

的变化 。

（ ２ ） 晨昏线将地球分为昼半球和夜半球 ， 也可

以说 ，晨昏线把相当数量的纬线圈分割成昼弧和夜

图 １ ０ 图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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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 。
一个地方的昼夜长短取决于它所在纬线圈 的

昼弧和夜弧所占的比例 。

４ ． 活动过程

（
１

） 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时 （ 春分 日 和秋分 日 ） ，

演示如图 １ ３ 所示 。

图 １ ３

观察结果 ： 太阳直射在赤道时 ， 晨 昏线平分所

有的纬线圈 （ 与某
一经线圈重合 ） ， 昼弧和夜弧各

占 ５０％
，即全球各地昼夜等长 。

（ ２ ）拉动钢丝将太 阳直射点往北移动至北 回

归线 （从春分 日 到夏至 日 ） 。

观察结果 ： ①当太 阳直射点向北移动时 ， 北半

球各地昼渐长 、夜渐短 ， 北极附近出现极昼且范围

不断扩大 ；
南半球各地昼渐短 、夜渐长 ，南极附近 出

现极夜且范围不断扩大 ；赤道昼夜平分 。 ②当太阳

直射点在北 回归线时 （ 夏至 日
，演示如图 １ ４

） ，
北半

球各地昼长达到
一

年中 的最大值 ，南半球各地夜长

达到
一年中的最大值 ，北极的极昼和南极的极夜范

围最大 。 ③此时段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 ，北半球各

地昼长夜短 ，南半球各地区昼短夜长 ； 除极昼地 区

外 ，越 向 北 白昼越长 ， 除极夜地区外 ， 越 向 南 白 昼

越短 。

（ ３ ） 推动钢丝将太 阳直射点往南移动至赤道

（ 夏至 日 到秋分 日 ） 。

观察结果 ：①当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时 ，
北半

球各地昼渐短 、夜渐长 ， 北极附近极夜 范围 不断扩

大 ；南半球各地昼渐长 、夜渐短 ，南极附近极昼范围

不断扩大 ；
赤道昼夜平分 。 ②当太阳直射点在赤道

时 （秋分 日 ） ， 全球昼夜平分 。 ③此时段太 阳直射

点仍在北半球 ，北半球各地昼长夜短 ，
南半球各地

昼短夜长 ； 除极昼地区外 ，
越向北昼越长 ，除极夜地

区外 ，越向南 白昼越短 。

（
４

）继续推动钢丝将太阳直射点往南 移动至

南回归线 （ 秋分 日 至冬至 日 ） 。

观察结果 ：①当太 阳直射点继续 向南移动时 ，

北半球各地昼继续变短 ，
夜继续变长 ， 北极 附近极

夜范围不断扩大 ； 南半球各地昼继续变长 ，
夜继续

变短 ，南极附近极昼范围不断扩大 ；
赤道昼夜平分 。

②当太阳直射点在南 回归线时 （ 冬至 日 ，演示如图

１５
） ，北半球各地夜长达到

一年中的最大值 ，南半球

各地昼长达到
一年中 的最大值 ，南极的极昼和北极

的极夜范围最大 。 ③此时段太 阳直射点在南半球 ，

北半球各地昼短夜长 ，南半球各地昼长夜短 ； 除极

夜地区外 ，越向北 白昼越短 ， 除极昼地区外 ， 越向南

白昼越长 。

ｒ麗

图 １ ５

（
５ ）拉动钢丝将太阳直射点往北移动再次 回

到赤道 （冬至 日 到春分 日 ） 。

观察结果 ： ①当太阳直射点向北移动时 ，北半

球各地昼渐长 、夜渐短 ， 南半球各地昼渐短 、夜渐

长
；
南极极昼 、北极极夜范围不断缩小 ；

赤道昼夜平

分 。 ②当太 阳直射点在赤道时 （ 春分 日 ） ，
全球昼

夜平分 。 ③此时段太阳直射点仍在南半球 ，
北半球

各地昼短夜长 ， 南半球各地昼长夜短 ；
除极夜地 区

外 ，
越 向 北白 昼越短 ， 除极昼地区外 ，

越 向南 白 昼

越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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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具新颖 、独特 、
直观 ，教学过程 中学生兴趣

浓厚 ，参与度高 ，思维活跃 ，情绪饱满 ，
注意力集中 ，

能够高效地帮助学生掌握重点 、突破难点 ， 使各层

次学生均学有所得 。

六 、主要创新点及设想

１ ． 主要创新点

（
１

）在代表太阳 的橘色球体 内设置激光器 以

表示太阳直射点 ，用以演示随地球公转太阳直射点

的移动 。

（
２

） 在地球仪内部设置激 光器表示太 阳直射

点 ，通过推拉钢丝可使其做回 归运动 。

（
３

） 能够在地球仪的一侧连续完整地演示随

着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晨昏圈的位置变化 。

（
４

） 在地球仪表面可呈现昼 、夜弧线 ，
以演示

南 、北半球昼夜长短随季节的变化 。

２
． 设想

（
１

） 将手动推拉太阳直射点移动改为精准的

自 动移动 。

（ ２ ） 本教具使用方便 、效果直观 ， 便于学生理

解 ，望进一步完善后能够得到推广应用 。

七、结语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的课程

目标之
一

是
“

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地理工具 ，

在室 内 、野外 和社会 的真实环境下 ， 通过考察 、 实

验 、调查等方式获取地理信息 ， 探索和尝试解决实

际问题 ，具备活动策划 、实施等行动能力
” ｍ

。 在 日

常教学过程中运用 自制教具 ，通过学生的参与和体

验
，
可以将抽象空洞 的 知识变得直观形象 ， 从而发

展学生的学习能力 、思维能力 、实践能力 ，
让学生体

验到成功 、让课堂变得更
“

轻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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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题探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赤道 日 晷 正面 与

背 面 的 使 用 有什

么 不 同 ？

教师借助 电 脑软件 （ 如 《草 图 大 师 》 ） 制 作 日

晷演示 动 画
：
５

］

，
演 示不 同 日 期 不 同 时 刻 太 阳

视运 动
、
日 影 长短及 方 向 ，

并提 出 探究 问 题 ：

赤道 日 晷正 面 与 背 面的使用 有什 么不 同 ？

学生 观看 动 画 演 示 ，

思

考并 归 纳 出
： ①北 半球

夏半年 （ 春分 至秋分 ）
，

太 阳 照 射 在 日 晷仪 正

面
， 影 子 顺 时针 方 向 移

动
；

北 半球冬半年 （ 秋分

至次年春 分 ）
，

太 阳照射

在 曰 晷仪 背 面
， 影 子 逆

时针方 向移 动

日 晷的观测 实 践 活 动 受 场地、

时 间跨度 、天气和器材等制 约 ，

组织全班大规模的观测体验活

动有一定 困 难
，
并且测 量精度

存在误差 ，
需 要一 定 的技术修

正 。 借助 多媒体的现代教学 方

式能 够 较 好地 化 解 以 上 教 学

难题

探索信息时代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融合的

教学方式 ，使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相互渗透 、相互

补充 ，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目 标与 内 容 ， 从

而促进地理核心素养在课堂中
“

落地
”

。

总的来说 ，

“

多元融合
”

地理特色课堂 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 ，遵循认知规律 、建构知识体系 ，统筹学

科资源 、形成师生合力 ，丰富课堂内涵 ， 必将成为新

课程改革大背景下新型地理课堂范式的风向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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