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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大气热力环流
课

型
新课

授课对象 高一年级学生

授

课

时

数

1课时

授课时间 2021 年 5 月 27 日

授

课

人

钱鑫

使用教具 黑板、粉笔、多媒体设备

课前准备

课标解读

课标要求：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热力环流原理，并解释相关现象。

课标解读：掌握热力环流的概念，通过实验探究热力环流的形成过程，能

够绘制热力环流示意图,说明热力环流的原理，能够用热力环流原理，解

释生活中的地理现象。

教材分析

热力环流是由于地面冷热不均而引起的空气环流，它是大气运动的一

种最简单的形式，也是学生理解大气运动这部分内容的最基础的知识和最

佳切入口，对于理解由于热力原因引起的大气运动、学习大气环流具有很

大的帮助作用。因此，学好这部分内容是学好大气运动的基础，有助于大

气运动原理、大气环流和季风环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打下理论基础，高考

中结合等压线、城市风、海陆风、山谷风是考查形式。

设计思路

学生通过实验现象学习、探究、发现和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并且掌握

地理原理和规律。

本节课的基本教学思路是：情境感知——原理说明——实践应用——

共同建构

教学目标

1. 绘制简单示意图，了解大气热力环流的形成过程

2. 解释城市热岛效应、海陆热力环流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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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说明大气热力环流的原理

教学难点 能够用事实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生产生活中的热力环流

教学方法

讲授法、读图分析法、小组讨论法、合作探究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新

课

导

入

师：吹面不寒杨柳风，我们的大气终

于动起来了。

《台海使槎录》中记述了台湾海峡两

岸的风向差异：“内地之风，早西晚东，

惟台地早东风，午西风，名曰发海西，四

时皆然”。这里的“内地”指的是福建，

“台地”指的是台湾。

问：1.为什么台湾海峡两岸风向的日变化

是相反的?

2.这里的风是怎样形成的？

3.其他地区都有类似的现象吗？

生：互相讨论，思考

并回答问题

利用古文章中的语句

展示其中蕴含的地理

规律，引发学生思考，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新

课

教

学

师：一切热量和水汽的输送都是通过大气

运动来实现，大气运动又有垂直运动和水平运

动之分；大气的垂直运动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对流层的气流的上升和下沉，而大气的水平运

动就是风了。

请同学们在课本36页找到相关的概念，动手画

一画并标注一下关键词。

期间【板书】2.2 大气热力环流

师：大气是存在气压的，我们生活当

中看不见的各点都存在着不同的压强，比

如说盛夏的强对流天气即将下暴雨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天气很闷，说明此时气压低，

生：在教材中标注出

重点和关键概念。

生：回忆初中物理知

识，与地理知识相结

合

重点概念要突出，并

让学生明白大气运动

是一种大尺度下发生

并进行的。

在各种大气要素中，

人们对气压的变化是

最不敏感的，用生活

的实例说明气压与人

类生活的关系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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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教

学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把这些看不见的

压强所处的空间处的点，用我们看得见的，

形象的等压面将它描绘出来。

师：当地表均一时，空气当中各处的

温度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

说地表受热均匀的情况下，近地面和高空

它们的等压面都是与地面相平行的。

联系教材 36 页的图 2.11a

【板画】

〔承接〕师：由于下垫面差异、天气状况

的不同等原因，地区间存在着冷热不均的

现象，大气会发生怎样的运动？如何发生

运动？

由热胀冷缩的原理开始，讲解热力环

流的过程，地面受热不均→气流垂直运动

→同一水平面上的高低气压差异→气流的

水平运动......

回到教材图 2.11b，

要求学生拿出笔和纸跟着老师的思路一

起画一画热力环流的过程（回顾完整的热

力环流的过程）

【板书】 1.原理：冷热不均→空气垂直

运动→同一水平面上的气压差异→空气

水平运动（风）

边【板画】边说明 b图中等压线发生变化

的原因，总结出等压线凹凸规律，“热胀”

和“冷缩”，并分析 A、B、A′、B′四点

的气压高低排序。

〔承接〕：图 2.11c 仅看当地面受热不均

时，气流的运动状况，形成了热力环流圈。

二．热力环流的应用【板书】

师：

1. 活动题：海陆间大气热力环流

师：讲解白天时，陆地与海洋的比热容不

生：认真听讲，画图

理解抽象的知识

生：认真听讲，明确

热力环流间的逻辑关

系，适时画图记笔记。

生：跟着老师的讲解

一起动手绘图，回顾

热力环流完整的形成

过程

生：思考当地面冷热

不均时等压线发生的

变化

生：了解白昼与黑夜，

陆地与海洋比热容的

不同，冷热源的差异

相关的，也能让学生

体会到生活中的地理

含义。

联系教材上的图，加

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

忆和理解

热力环流的逻辑关系

严密，环环相扣

抽象知识通过让学生

与老师一起绘图，加

深记忆以及锻炼动手

能力，突出重点，帮

助学生理解知识

地面冷热不均时，气

温气压以及气流的运

动状态都会发生变

化，了解其原因是对

热力环流原理的再理

解和再巩固。

让学生运用热力环流

原理解释设变的现

象；同时也是培养学

生人地协调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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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二者的升温速度不同，陆地为热源，

海洋为冷源，由此形成水平运动的风，得

出结论，白天风从海洋上来，吹海风。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个人完成当夜晚时，

海陆间的热力环流图，

（了解学生的绘图进展情况）

【板书】

1. 海陆风

师：总结，利用 ppt 和板画讲解夜晚陆风

的形成，过程及结果。

回到课程导入部分，讲解台湾海峡两岸风

向的日变化的差异，起承转合。

〔承接〕：除了海陆间大气热力环流，山

谷间也有这样的环流模式吗？它的过程

是如何进行的？

边【板画】边讲解：白天山峰上它的大气

削弱作用弱，所以山顶上温度上升得很快，

而山谷大气层更厚，它的温度上升的更慢，

山顶变成一个热源，而谷底变成了一个冷

源，于是就产生了垂直运动就有了热空气

在山顶的上升和冷空气在山谷的受冷下

沉，于是就有了高压指向低压的风。

风的命名：站在半山腰上，风从哪里吹来

就叫吹什么风？站在半山腰上，那是冷源

吹向热源的近地面风，是山谷吹向山顶，

于是白天吹谷风，

同样呢再给同学们三分钟的时间，以同桌

两人为一组组，合作讨论一下夜晚来临时，

山谷间的大气运动会发生什么变化？

（了解学生的绘图进展情况）并

【板书】

2.山谷风

导致风向的不同

生：举一反三，了解

白天海陆间热力环流

的过程之后，思考并

画出夜晚的环流图

生：了解山谷间热力

环流的过程

生：小组探究夜晚山

谷间的热力环流过程

作为热力环流的应用

之一，锻炼学生触类

旁通的能力，完成夜

间海陆的热力环流

图，对知识进行巩固，

也是知识应用的过

程。

起承转合，对导入提

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并

让学生理解生活中的

地理的乐趣，同时也

鼓励学生用地理规律

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培养学生从地理的角

度分析事物的能力。

作为热力环流的应用

之二，锻炼学生类比

推理的能力，完成夜

间山谷的热力环流

图，是知识拓展的过

程也是加深理解和知

昼：海风

夜：陆风

页

昼：谷风

夜：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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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总结，【板画】

夜间大气的保温作用的主场，山顶保温作

用弱，所以气温下降得更快，而山谷里它

的保温作用强，温度下降的更慢。山顶变

成了冷源，山谷变成了热源，山谷的热源

热空气受热上升，山顶的冷源冷空气受冷

要下沉，又形成了高压指向低压的风，所

以夜间吹的是山风。

〔承接〕师：以上是我们讲到的热力环流

的两个应用，那么书上 37 页案例是城市热

岛效应，请同学们下课自行理解并尝试利

用课上的大气热力环流的原理解释城市热

岛效应的现象。

生：知道夜间山风的

形成原因

识应用的过程。

案例学习，帮助学生

巩固热力环流的知

识，并锻炼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

课

堂

小

结

大气运动——为什么运动——怎样运动——对相关现象的解释

分析（海陆风/山谷风/学生的任务：城市热岛效应）

近地面空气的受热或冷却→气流垂直运动→同一水平面上的高

低气压差异→气流的水平运动（风）→地区间的大气热力环流

板

书

设

计

2.2 大气热力环流

一．1.概念

2.原理：冷热不均→空气垂直运动→同一水平面上的气压差异

→空气水平运动（风）

二．热力环流的应用

1.海陆风

2.山谷风

白天：海风

夜晚：陆风

白天：谷风

夜晚：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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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练

习

课

后

作

业

尝试用热力环流的原理解释书上37页的案例城市热岛效应

并预习“大气的水平运动——风”的形成以及风向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