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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地理 AR·3D多功能教学地球仪》是一款基于 AR 和 3D 技术开

发的，用于初高中（7~12 年级）地理教学使用的软件产品。利用人

机交互的新技术手段，将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结合在一起，增强教

与学的趣味性和交互性，让学生们可以直观、生动、立体的理解抽

象的地理概念，解决老师的教学痛点和难点，解决学生学习的痛点

和难点，提高老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适用于所有智能

终端（Windows 系统）和移动终端（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

二、特点及优势

1．覆盖需要通过实物地球仪讲解的教学难点（目前含 6 个模块，

342个知识点）。

2．硬件设备投资少，配置环境要求低，适合大部分学校、教师使用；

除了电脑、平板和手机外，需要配置的主要硬件是识别卡。

3．软件结构、内容设置符合教育部大纲要求；每一模块配置同步练

习题、解析过程及答案。

4．安装方便，使用广泛，操作简单，无需培训，均为一键式操作。

5．软件服务商售后服务体系完善：通过阿里云服务器提供远程在线

时时升级优化服务；立体化培训体系：产品介绍手册、使用说明书、

产品介绍视频、下载安装视频等。

6．符合义务教育学段进校园产品的所有要求：安全、健康、节能、

节约、环保、简单，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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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容精细化，数据精准化，同步语音讲解，总时长 87′25″；展

示形式生动、色彩明丽；内置天文数据库，可为老师提供丰富的教学

参考数据和素材。

8、人性化功能设计，满足课堂教学的功能需求。如下图：

开启静音模式：（满足课堂教学的不同需求，静音或者语音讲解）

开启摄像头模式：（设置 AR呈现静态画面，减少课堂教学中，学生端

被干扰的因素）

开启闪光灯：（满足光线不好时，手机和平板摄像头识别效果）

开启摄像头聚焦：（提高识别卡识别效果）

开启复位功能：（快速返回界面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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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群体

1.初中的地理任课教师。

2.初中的学生。

（课堂应用效果）

（课堂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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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包含的知识点

模块名称 子模块名称 功能介绍

地球和地

球仪（语

音讲解时

长 12 ′

18″）

想想看 用冰山的移动，讲解地平线、地平面

地轴 讲解地轴的概念和地球的运动方向

球坐标系 横轴、纵轴、球坐标系

经线 经线、本初子午线

经度 东经度、西经度的划分方法

纬线 纬线的概念、纬线圈的变化规律

纬度 南纬度、北纬度的划分方法

经纬网 经纬网的概念；确定地理位置

区块名称

五带的划分；中高地纬度的划分；南北半

球的划分；东西半球的划分；东西经的划

分；四象限的划分

地球
地球的形状、面积、赤道周长、赤道半径、

极半径

互动操作

显示经纬网

显示本初子午线、国际日界线

五带的划分；中高地纬度的划分；南北半

球的划分；东西半球的划分；东西经的划

分；四象限的划分

由南极上空鸟瞰地球

由北极上空鸟瞰地球

开启快速城市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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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自转

（语音讲

解时长

12′

08″）

斗转星移 讲解斗转星移现象

地轴 讲解地球自转轴概念

天球 讲解天球概念

周日运动 讲解周日视运动

星星较快 星星比太阳每天多转约一度

中天 天顶、天北极、子午圈、上中天、下中天

恒星日 讲解恒星日概念、运动轨迹、观测方式

太阳日 讲解太阳日概念、运动轨迹、观测方式

为何较快 讲解恒星日与太阳日的关系

自转速度 自转线速度、自转角速度

北半球 从北半球体会自转偏向力

南半球 从南半球体会自转偏向力

地转偏向力 讲解南北半球的地转偏向力

互动操作

快速前往北半球的春分当天

快速前往北半球的夏至当天

快速前往北半球的秋分当天

快速前往北半球的冬至当天

日期快速回到当前日期

由北极上空鸟瞰地球的昼夜分布

由南极上空鸟瞰地球的昼夜分布

观测者面向东方

观测者面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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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者面向西方

观测者面向北方

观测者面向天顶

观测者面向天底

观察：一年中，每天同一时间太阳的位置

变化

显现观察者

显现蓝天绿地

显现整个天球

显现天球经纬

显现中天线

显现地轴

显现地球上任意纬度自转的角速度和线

速度

观察者为中心模型

由北极上空鸟瞰地球昼夜分布

由南极上空鸟瞰地球昼夜分布

由赤道上空鸟瞰地球昼夜分布

让地轴倾斜

显现观察者

显现蓝天绿地

显现中天线

显现地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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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转

（语音讲

解时长

18′

08″）

天球 讲解天球的概念（赤经、赤纬、天赤道）

黄道 讲解黄道的概念

黄赤交角 讲解黄赤交角的概念及意义

夏至日 讲解夏至日的概念

秋分日 讲解秋分日的概念

冬至日 讲解冬至日的概念

春分日 讲解春分日的概念

回归运动 讲解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概念

地球公转 讲解地球公转概念、起源

赤道面 讲解赤道面概念

恒星年 讲解恒星年概念及观测方式

岁差现象 讲解岁差现象概念

回归年 讲解回归年概念及观测方式

公转轨道 讲解公转轨道、近日点、远日点概念

公转速度 讲解公转速度概念（角速度、线速度）

互动操作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春分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夏至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秋分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冬至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回至当天

地心模型

日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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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黄道呈倾斜、让赤道呈水平

从天球侧面观察日地绕转模型

从天球斜上方观察日地绕转模型

从天球上方观察日地绕转模型

从 天 球 上 方 观 察 日 地 绕 转 模

型

（远、近日点在左右）

显示黄道面

显示赤道面

显示星座

观察：一年中，每天同一时间太阳的位置

变化

显示、设定实时日地距离

显示、设定地球公转的即时角速度和线速

度

烛光辐射 烛光辐射原理

太阳辐射 太阳辐射原理

正午 正午的太阳光线

纬度差异 正午时刻，不同纬度的太阳高度角

辐射分布 太阳辐射在各纬度的差异

五带 五带的形成

月份差异
不同月份，不同纬度，正午太阳高度角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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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转 地

理 意 义

（ 语 音

讲 解 时

长 18′）

高度极值 太阳高度角的极值

夏至日 夏至日太阳高度角

冬至日 冬至日太阳高度角

春秋分日 春秋分日太阳高度角

昼夜
全球不同日期，不同纬度，昼夜长短的变

化规律

夏至昼夜
夏至日，全球不同纬度地区昼夜长短的

变化规律

冬至昼夜
冬至日，全球不同纬度地区昼夜长短的

变化规律

春秋分昼夜
春秋分日，全球不同纬度地区昼夜长短的

变化规律

四季的形成 四季的形成

互动操作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的春分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的夏至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的秋分当天

太阳直射点快速前往北半球的冬至当天

太阳直射点回到今日

全球各纬度正午时分，太阳的高度角

全球各纬度白昼的长度

让正午太阳光线转至侧面观察

由北极上空鸟瞰地球的昼夜分布

由南极上空鸟瞰地球的昼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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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物快速前往北极

参照物快速前往北极圈

参照物快速前往北回归线

参照物快速前往赤道

参照物快速前往南回归

参照物快速前往南极圈

参照物快速前往南极

一年中，每天同一时间太阳位置的变化

时区

（语音讲

解时长

10 ′

08″）

方向概念 讲解方向的概念

地方时 讲解地方时的概念

各处地方时 讲解各处地方时的概念

东加西减 讲解地方时的算法

区时 讲解区时、时区、中时区、区号

本初子午线 本初子午线、格林尼治时、伦敦时

中央经线 讲解中央经线的概念

各处区时 讲解各处区时的概念

区时计算 区时的算法

日期判断 国际日期变更线

练习一 练习题，可操作、讲解

练习二 练习题，可操作、讲解

练习三 练习题，可操作、讲解

实际情况 实际中的特殊情况



13

互动操作

太阳直射点快速到北半球夏至

太阳直射点快速到北半球春分

太阳直射点快速到北半球秋分

太阳直射点快速到北半球冬至

太阳直射点连续运行

时间栏

观测者快速来到北极 互动操作

观测者快速来到北极圈

观测者快速来到北回归线

观测者快速来到赤道

观测者快速来到南回归线

观测者快速来到南极圈

观测者快速来到南极

平面时区变化图

以观察者为中心模型

以自转轴为中心模型

全世界 78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 43 个城

市地理坐标及太阳高度角及时区的关联

变化

由观察者侧面观察太阳视轨迹

由观察者上方鸟瞰太阳视轨迹

由视轨迹侧面观察太阳视轨迹

由南北极上方鸟瞰太阳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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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太阳移至侧面观察太阳高度角

等太阳高

度 线 ( 语

音讲解时

长 8 ′

22″)

晨昏线 讲解昼半球、夜半球、晨昏线（圈）

地平面 讲解地平面的概念

直射点 讲解太阳直射点概念

近乎直射 讲解近乎直射概念

平行光 讲解平行光概念

高度角 讲解太阳高度角

直观体验

等值线 讲解等值线概念

想想看

互动操作
在北极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在北极圈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在北回归线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在赤道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在南回归线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在南极圈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在南极体验等太阳高度线变化

北半球春分当天等太阳高度线

北半球夏至当天等太阳高度线

北半球秋分当天等太阳高度线

北半球冬至当天等太阳高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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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观察者侧面观察太阳视轨迹

由观察者上方鸟瞰太阳视轨迹

由视轨迹侧面观察太阳视轨迹

由南北极上方鸟瞰太阳视轨迹

缩小地球、扩大地球

由太阳直射点上方鸟瞰昼半球

观察者对齐太阳直射点所在纬度

观察者对齐太阳直射点所在经度

以地球为中心的赤道坐标系统

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地平坐标系统

观察一年中每一天同一时间太阳位置的

变化

太阳视运

动（语音

讲解时长

8′21″）

地平面 讲解地平面概念

方位角 讲解方位角概念

天球 讲解天球概念

天顶 讲解天顶的概念

太阳视轨迹 讲解太阳周日运动、太阳视轨迹

北极星 讲解北极星的概念和寻找方法

地球自转轴 讲解地球自转轴

高度角
北极星高度角，天顶高度角， 地平线高

度角

南半球 从南半球看太阳视轨迹

北半球 从北半球看太阳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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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北半球冬至当天太阳视轨迹

春分、秋分 北半球春秋分当天太阳视轨迹

夏至 北半球夏至当天太阳视轨迹

想想看
夏至当天在南北纬 65°，太阳升起和落

下的时间

互动操作

观察者在北极的太阳高度角（永夜）及日

出日落时间

观察者在北极圈的太阳高度角及日出日

落时间

观察者在北回归线的太阳高度角及日出

日落时间

观察者在赤道的太阳高度角及日出日落

时间

观察者在南回归线的太阳高度角及日出

日落时间

观察者在南极圈的太阳高度角及日出日

落时间

观察者在南极的太阳高度角（永昼）及

日出日落时间

观察者在北半球春分当天的太阳高度

角及日出日落时间

观察者在北半球夏至当天的太阳高度角

及日出日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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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在北半球秋分当天的太阳高度

角及日出日落时间

观察者在北半球冬至当天的太阳高度

角及日出日落时间

由观察者侧面观察太阳视轨迹

由观察者上方鸟瞰太阳视轨迹

由视轨迹侧面观察太阳视轨迹

由南北极上方鸟瞰太阳视轨迹

将太阳移至侧面观察太阳高度角

缩小地球、扩大地球

以观察者为中心太阳视运动模型

以自转轴为中心模型太阳视运动型

平面地图模型

观察一年中每一天同一时间太阳位置的

变化及其关联变化

78 个国家和地区、43 个城市地理坐标及

太阳高度角、日出日落时间等关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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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配置及售后服务
（一）产品配置

（二）售后服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时间

日常维护 通过阿里云服务器进行远程维护
常态化服务

优化、升级 内容更新、架构优化、 界面优化

产品

名称
包装 包装内容 U 盘内容 产品形态

地理

AR.3

D 多

功能

教学

地球

仪

盒装

1.U 盘

（8G）2.

发货配置

说明 1

张 3.纸

质识别卡

1 张 4.安

装注意事

项 1 张

1.产品介绍电子

版；2.使用说明

书电子版；3.产

品介绍视频；4.

下载安装视频；

5. 电 子 识别 卡

（正反面）； 6.

安 装 注意 事 项

（支持的运行系

统说明）；7.一

个验证码（可登 3

次;Windows、安

卓和 iOS 各一

次）；8.电子宣

传页一张

1.支持 windows、安卓

和 iOS 系统的运行；2.

在 PC 端(Windows)的文

件运行的地理教学系统

内容采用 3D 方式呈现，

在 iOS和安卓运行的文

件支持 AR 方式呈现。

3.Windows、安卓和 iOS

下的运行文件，只能在一

个终端运行。4、下载激

活后，支持离线使用；内

容更新需联网。5、PC 端

绑定 U盘，验证激活后，

在有效期内，可插入任

意电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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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识别卡效果图

正面 背面、

（四）实物发货形态图（外包装以实际发货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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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球仪部分界面效果图

PC 效果

（地球自转）

（地球公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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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转地理意义）

（公转地理意义）

（太阳视运动）

手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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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带风带形成）

（气候形成）

平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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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地球公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