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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二单元第一节——热力环流 1

研制人：刘启美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10.12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

理，并解释相关现象。

1. 运用示意图等资料分析热力环流产生的原因，并解

释相关现象。(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
2. 运用等压线、等压面图等资料，判断风向、风力大

小，并绘制风向、等压面、热力环流等图。(地理实践

力)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29—31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热力环流

1．概念：由于地面 而形成的空气环流，它是大气运动最基本的形式。

2．形成过程(如图)

(1)A地受热，空气上升，形成低气压；D处空气密度增大，形成 。

(2)B、F地冷却，空气下沉，形成高气压；C、E处空气密度减小，形成 。

(3)同一水平面上，空气由 流向 ，如图中用箭头标出的空气的运动方向，其形成过程如下图：

1．热力环流的形成——“一个关键、四个步骤”

(1)“一个关键”即确定近地面两点的冷热状况：热容量大的地球表面，白天气温较低，夜晚气温较高；热容量

小的地球表面，白天气温较高，夜晚气温较低。

(2)“四个步骤”

①热上升、冷下沉——近地面热空气上升，近地面冷空气下沉。

②热低压、冷高压——近地面冷的地方形成高压，近地面热的地方形成低压。

③近地面和高空气压性质相反——近地面为高压，其高空为低压；近地面为低压，其高空为高压。

④水平气流从高压流向低压。

2．温度高的地区不一定是低压，温度低的地区不一定是高压：影响气压高低的因素有海拔高低、气温高低和空

气垂直运动。海拔高，气压低；海拔低，气压高。气温高，气压低；气温低，气压高。气流下沉，气压高；气

流上升，气压低。因此判断气压高低，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气流不一定由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在同一水平面上，气流总是从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但在垂直方向

上气流运动主要受地面温度变化影响，有可能由低气压区流向高气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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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热力环流

一、地理情境激趣

孔明灯又叫天灯，相传是由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发明的。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于平阳，无法派兵出城

求救。孔明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信息，其后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

二、核心素养培优

1．诸葛孔明发明的如此简陋的设施是怎么升空的呢？孔明灯里蕴涵着什么样的大气原理呢？(综合思维)

2．假如你在家乡山东的除夕夜放了一个孔明灯，孔明灯升空后一般会飘向哪个方向？为什么？(地理实践力)

3．我国南方有“稻草烧塔”祈求来年丰收的习俗。稻草燃烧过程中塔中心火势猛，静风条件下灰烬会落在火塔

的外围。稻草燃烧过程中气流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地理实践力)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台海使槎录》记述了台湾海峡两岸的风向变化。“内地之风，早西晚东；惟台地早东风、午西风四时皆

然。”下图示意鹿耳门港和厦门港位置。据此完成 1～2题。

1．下图能反映厦门港“早西”(早晨吹西风)的热力环流是( )

2．清代我国商船每日早晚借助风力(顺风)进出鹿耳门港的

规律是( )
①早晨出港 ②早晨进港 ③傍晚出港 ④傍晚进港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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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课后检测】（作业时长 25 分钟）

在生活中，我们在切大葱或洋葱的时候，便会忍不住“泪流满面”。为此，我们可以在切菜的时候在旁边点燃

一支蜡烛，便可极大的缓解眼部的不适感。如图为切大葱或洋葱示意图。据此回答 1～2题。

1．从热力环流的角度看，切大葱或洋葱点蜡烛能缓解眼部不适感的原理是( )
A．空气受热加大风速 B．空气遇冷减小风速

C．空气受热膨胀上升 D．空气遇冷收缩下沉

2．下列热力环流示意图能反应上图蜡烛附近空气环流的是( )

山谷风是在山地及其周边地区由于热力环流引起的大气运动现象。读我国某山两侧近地面等压面示意图(如图)，
完成 3～4题。

3．图示时刻山谷地区( )
A．白天，吹山风 B．夜晚，吹山风

C．白天，吹谷风 D．夜晚，吹谷风

4．山谷风对果园的影响主要有( )
A．光照增强 B．降水减少

C．昼夜温差增大 D．土壤有机质减少

飞絮是杨树、柳树等植物种子成熟炸裂后飘出毛絮的自然现象，在干燥、温暖和阳光充足的天气下最易发生。

如图为北方春季一天的气温变化图。读图，完成 5～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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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据图推测飞絮高发的时间段为( )
A．2时～6时 B．10时～16时
C．14时～20时 D．18时～22时
6．飞絮在上述时间段高发的主要原因是( )
A．气温高，对流运动强 B．温差大，空气不稳定

C．空气湿，飞絮易扩散 D．气温低，飞絮易产生

7．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烟囱效应”是指内部空气沿垂直坡度空间向上或向下，使空气对流加强的现象。特朗勃墙式太阳能烟囱由玻

璃板、吸热墙、风口和隔热材料组成，可依靠太阳辐射增加烟囱内外的温差，从而形成烟囱内空气的流动，利

用“烟囱效应”来加强室内自然通风，提高室内空气品质，降低建筑空调能耗。下图示意特朗勃墙式太阳能烟

囱的组成及夏季某时段的工作原理图。

(1)白天特朗勃墙可借助太阳辐射增大烟囱内与室外的温差，试解释原因。

(2)描述特朗勃墙式太阳能烟囱加强夏季室内通风的过程。

(3)白天特朗勃墙式太阳能烟囱可通过调整风口的开关实现冬季供暖的目的。确定风口 1和风口 2是关闭的，推

断其冬季白天其他风口的开关情况，并画出室内的热力环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