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

【课型分解-自然环境课】

《大气的运动》教学设计

（一）三维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学习了解大气运动的过程，能简单分析风的形成。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小组讨论，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并逐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体会到地理学科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二）教学重难点

1.重点：掌握地球大气运动的过程。

2.难点：理解热力环流的原理。

（三）教学过程

1.问候歌

《春天在哪里》

知识在哪里呀知识在哪里，知识在我们的地理课堂里。

同学们快坐好，我们一起来上课，地理课很奇妙等着你来探索。

2.导入：（情境导入）

【常用话术】欢迎大家来到奇妙的地理课堂！

【情境创设】转眼间，我们来到了夏天，大家对夏天的印象有哪些啊？

【转述】有同学说一到夏天就会下大雨。

【评价】你真是一个爱观察生活的好孩子！

【过渡】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会下大雨呢？空中的雨水又是从哪里来的？让我们通过这节课一起来探索吧！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大气运动》。

3.新授

活动一：初步感知，梳理脉络

【提问】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翻到本节课内容，浏览一下本节课内容，在浏览的过程中，思考一个问题：

本节课主要讲了什么内容（主要围绕哪几个方面来写的）。

【转述】请这位举手最快的同学回答，他说文章主要为我们介绍了热力环流和风的形成。

【评价】你的表达特别清楚，让大家一听就懂！

【过渡】众所周知千变万化的天气降雨与否很大程度都会受到大气气流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一起

探讨下它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活动二：深入探究，梳理要点

【提问 1】请同学们再次细致精读“大气运动”这一部分，同时找出核心要点



1.找出有关于大气运动的产生原因。

2.试着分析大气运动的影响是什么？

【邀请】我们请第一排穿红色衣服的女生来回答。（外貌特征）

【转述】这位女生说“大气运动的产生主要会有两个原因：太阳辐射是能量来源，地球高低纬度之间的温

度差是根本因素；而且还分为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

【评价】你今天的回答让老师非常的满意，能够区分出来了不同的原因，老师相信明天你会更出色。

【过渡】刚刚分析了大气运动产生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解决第二问题。

【提问 2】请同学们试着分析大气运动的影响？

【邀请】我们请坐在左边穿白色衣服的男生来回答。（外貌特征）

【转述】这个男生说：“地面受热不均导致气压不均，从而会形成高低气压，由高气压向低气压运动。”

【过渡】这位同学说得非常不错，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的吗？我们把机会留给那位发言机会不多的同学。

【邀请】有请倒数第三排那位跃跃欲试的同学。（方位特征）

【转述】他说：“大气运动的方向是先垂直运动后水平运动，并最后形成一个闭环的循环系统”

【评价】你今天的回答让老师很开心，能够针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老师为你骄傲。

【过渡】刚刚这个同学分析了大气运动的运动原理，还说出了最后的结果，那那同学们思考一下这个运动

的示意图该怎么画呢？

【提问 3】请同学们前后四个人为一小组试着画出来大气运动的演示图该怎么表示。

【转述】刚刚亚洲组的组代表来到了讲台上画出了示意图，大家可以哈哈看看，给她们掌声鼓励一下。

活动三：情感提升，联系生活

【提问】这节课即将结束，现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实生活实际中有哪些现象可以用今天我们所学的大气运

动知识加以解释”？

【邀请】我们请穿格子衫的男生来回答。（外貌特征）

【转述】他说“我们生活中的闷热、潮湿或是降雨等都与大气运动有关。”

【评价】这位同学能够深层次的分析日常常见的天气系统跟我们今天所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思维非常清晰，

非常不错。

4.小结

【常用话术】这节课已经接近了尾声，哪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收获呢？

【转述】他说他知道了大气运动的产生原因以及大气运动的原理了。

【评价】老师非常开心你能有这样的收获！

5.作业

【常用话术】为了巩固今天的学习成果，需要大家课后完成一些任务：小组探索一下我们后面留下的“热

岛效应”，小组内交流讨论，可以查询资料，我们下节课一起沟通交流一下答案。

大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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