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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6_95_99_E6_c38_60892.htm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记住常用的天气系统的名称，理解天气系统的组成结构，学

会识读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中常出现的简易天气图，明白每天

天气形势预报内容的含义，运用天气系统的有关知识进行简

单的天气预报分析。 2．能力目标：通过对冷锋与暖锋天气

系统的对比分析来实现学生地理综合分析能力的提高。通过

对锋面气旋的分析来建立地理空间思维的习惯。 3．德育目

标：通过学习有关天气系统的知识和进行天气预报的预报分

析来强化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提高学生辩证唯物主义

认知水平。 教学重点 锋面天气和锋面气旋天气。 教学方法 

导学教学模式，教学环节：教学准备教学导入教学活动教学

整理。 教学媒体 教材中彩色插图、教学挂图，双向控制闭路

电视教学系统、录像放像设备、计算机多媒体系统、卫星云

图录像资料。 教学过程 【教学准备过程】 教学准备过程就是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激情，使之产生针对学习的亢奋而进

行的准备工作。我们尽量将学习过程贴近生活实际和创建学

生自己动手环境，从中激发学习的激情。让学生在学习中创

设问题与思考难度，以达到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升华能力。 

在“地球上的大气”的讲解之前，我就向学生布置如下作业

：每晚19：30观看电视天气预报并用家庭录像机录制下来，

每周六或周日15：50观看、分析并录制电视播放的卫星云图

。这种做法源于实际生活并让学生养成事事留心的观察习惯

。 在讲授“常见的天气系统”之前，教师让学生针对卫星云



图进行天气预报分析。实施分组分析，每组分析一个城市，

每组分为甲乙两方，甲方实施天气预报分析，乙方实施针对

甲方分析结果提出质疑和反驳。要求学生的分析依据尽量扣

紧教材，但是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去解决教材未能涉及的问

题。 教师的准备工作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教学资料的准

备，教师与同学一样，每天也在录制中央电视台发布的卫星

云图资料，但是重点选择与教材内容联系密切的天气过程。

例如：1998年10月下旬的卫星云图资料显示我国北方地区受

到锋面天气的影响，南方地区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那么这

段卫星云图资料将非常紧密的联系了教材内容的设置。现成

的卫星云图资料往往包含了太多的气象资料，需要教师进行

有选择的删除和整理，删除那些学生无法认知的部分，整理

那些表面杂乱但能够解释和运用教材知识的部分。例如：卫

星云图中的锋面天气分析，锋前、锋后、锋面天气的具体分

析应该仔细对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但是高空气压场的分析

对高中学生则显得过于抽象，可以删除或者留待与个别学生

单独探讨。经过教师整理过的录像带则更容易进入教学过程

。 现成的卫星云图资料专业性较强，虽然向社会传播媒体普

及，但是仍然主要面向气象工作人员和爱好者，对于高中学

生，许多直觉印象仍然比较复杂，教师应该从学校现有的教

学设备出发将卫星云图资料通过计算机处理成教学资料，将

复杂的三维图像转换成简单的三维动画或二维图像，使学生

容易接受，同时又能启发学生想象和思维。例如：台风天气

过程，卫星云图资料上仅仅是一团模模糊糊的云团，经过教

学计算机处理过的台风天气突出了气流的运行，将台风移动

路径、台风不同部位的风向、高空和低空的气流的运行、台



风的观测与预报等通过简单的三维动画和二维图像反映出来

。 教师的准备工作的另一方面是对学生的组织，组织学生的

录像带的编辑，组织学生的学习和发现，特别是学生的大胆

想象和挑战，教师要加以引导和鼓励。组织学生的教学进度

和顺序，保证完成教学计划。 【教学导入过程】 教学过程包

括两部分：教师主导部分和学生主体部分。教师的职责就是

要把这两部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将学生

自然而然地带入教学活动之中。 教学导入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

活动 A．教师宣布上课。 B．教师介绍本节课程的基本设置

。 （1）复习上节课讲过的有关气象知识。 （2）介绍和讲解

本节课的基本天气系统知识。 （3）组织同学进行卫星云图

的识别及运用的讨论。 （4）研讨天气预报的一般方法。 教

学导入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C．教师操纵电视教学系统播

放介绍卫星云图资料（主要介绍我国北方地区的高压系统、

低压系统、高压脊、低亚槽、锋面系统、锋面气旋系统等，

南方的台风天气等。 D．教师启发提问已经学过的气象基本

知识和生活中天气常识（大气的水平运动、气旋和反气旋等

，气温、气压、湿度、降水等的变化）。 E．教师在回答学

生的疑问的同时将学生的思路引入本节课程教学之中。 D．

学生用自己录制并编辑的卫星云图资料来回答教师的提问，

并就自己在观察卫星云图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向教师和同学们

提出疑问。 教学导入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C．教师操纵电

视教学系统播放介绍卫星云图资料（主要介绍我国北方地区

的高压系统、低压系统、高压脊、低亚槽、锋面系统、锋面

气旋系统等，南方的台风天气等。 D．教师启发提问已经学

过的气象基本知识和生活中天气常识（大气的水平运动、气



旋和反气旋等，气温、气压、湿度、降水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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