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大气的热状况与大气运动（第一课时）

大气的受热过程

山东省实验中学 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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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图表说明大气受热过程 

 这里的“大气”主要指低层大气；

说明“大气受热过程”，需要明确大气的热量来
源以及能量的传递转化过程；

 “运用图表说明”，体现了课标对学生运用图表、
分析图表以及图文转换能力的要求 。

课程标准解读1





教材地位及内容分析

     该节内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大气受热过程实际上是太阳辐射、
地面辐射和大气辐射之间相互转化
的过程。教材先从整体上描述了大
气的受热过程，然后通过大气对太
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和大气对地面的
保温作用两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述。

2 教情学情分析



学生情况分析

◆学生对于本节课中所涉及的很多现象都非
常熟悉；但正因习以为常所以很少会去寻因
溯源，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

◆学习了第一章“大气的垂直分层”后，学
生已经有了一些零散的知识储备。

◆本节内容着重于理论、概念较多，相对抽
象、逻辑性强。而学生已具备的逻辑推理能
力、思维迁移的水平是不同的。

2 教情学情分析



●教学重点：运用图表说明能量
的传递和转化过程，理解大气的
受热过程
●教学难点：利用大气受热原理
解释常见的地理现象

课标 教材 学生



▲知识与技能：明确大气的热量来源；能运用图表
说明大气的受热过程；理解大气受热原理，并能借
助原理解释常见的地理现象。

▲过程与方法：在绘图、说图活动中，发展自身读
图、析图、图文转换以及用地理语言科学描述的能
力；借助生活案例，养成发现生活、学以致用的思
维习惯以及合作探究、科学严谨的学习精神。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用所学知识为生产生活
服务的学习态度；增强保护大气环境的意识。 

3 学习目标确定



教学方法

驱动探究式教学法

互动生成式教学法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法

图表学习法

发现探究学习

4 教法学法选择

教学手段

实验模拟

多媒体演示



设疑激趣
情境导入

问题互动
思维提升

新知应用
合作探究

认知驱动
自主建构

实验模拟
讨论发现

图文转换
深化总结

布置作业
开放创新

5 教学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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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气为何不直接从太阳辐射中汲取充足的热
量，反而要“劳驾”地面呢？
生（齐答）：大气对太阳辐射吸收具有选择性。
师：谁能具体的说明一下呢？
生1：平流层中臭氧能吸收太阳紫外线；对流层的
二氧化碳、水汽能吸收太阳红外线。总的来说，
约有19%的太阳辐射被大气直接吸收，但太阳辐射
中能量最强的可见光则被吸收得很少。
师：看来，当太阳辐射穿越大气时，大气从中捞
得的“油水”并不多啊。那剩下的81%是否都到达
了地面、被地面吸收了呢？
生（齐答）：没有，还有约34%被大气反射、散射
回宇宙空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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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谁又能来具体说明一下？
生2：大气中的云层和较大的尘埃，能够把投射在其上
面的一部分太阳辐射反射回宇宙空间。大气对太阳辐射
的反射是没有选择性的，所以反射光应呈白色。云的反
射作用最为明显，云层越厚，反射作用则越强。
生3：若太阳辐射在大气中邂逅的是空气分子或微小尘
埃，太阳辐射便会以此为质点向四面八方散射，则势必
有一部分会被散射回宇宙空间。通常来说，波长较短的
蓝紫光首先被散射。这样，被大气反射、散射回宇宙空
间的太阳辐射占了34%。
师：算一下，吸收、反射、散射共阻挡了多少太阳辐射
到达地面？
生（齐答）： 53%
师：这便是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而剩下的47%
则到达地面并被吸收了。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大气对
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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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转换    
    地面不断吸收太阳辐射，是否
会持续升温呢？
    那这些能量又何去何从了呢？



模拟大气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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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若有较强的日
照条件（接近中午，30分钟
左右）,有塑料薄膜覆盖的
温度计数值约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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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再现

实
验
模
拟
讨
论
发
现



实
验
模
拟
讨
论
发
现

★有利于培养内在动机；

★有利于发展多元智能；

★有利于激发创造潜力；

★有利于记忆的保持。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李商隐
山明水净夜来霜，
数树深红出浅黄。
            ——刘禹锡

朱开山在大豆田里用烟熏抗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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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论坛

地       球       表      面

太阳辐射到达大气上
界时起初量为100% 大气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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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论坛

地       球       表      面

太阳辐射到达大气上
界时起初量为100%

O3

CO2、H2O

共吸收19%

云层

反射

散射

共散射、反射34%

最终到达地面47%

地面吸热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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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论坛

大气上界

地       球       表      面

100%的
太阳辐射

O3

CO2、H2O

云层

反射

散射 地

面

辐

射

几乎全部
被吸收大气增温

大气逆辐射
返还热量

地面吸热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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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节课所学知识，
比较分析晴天、阴天的日温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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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设计说明6

板书设计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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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设计说明6

时间分配

一．情境导入----1分钟

二．驱动自学----5分钟

三．问题互动----8分钟

四．实验发现----15分钟

五．应用探究----10分钟

六．总结巩固----6分钟

主题一

主题二



几点设计说明6

设计特色

◆自主建构、互动生成、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法贯穿始终

◆强调“生活化地理课堂”“和谐
高效课堂”的构建

◆关注学生学习实践能力、发现创
新能力和地理思维方式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