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见的天气系统》第一课时的教学设计与反思

一、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应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出发，切忌增加知识难度。

2、重视影响我国的主要天气系统，联系相关的天气实例作适当拓展分析。

3、学会分析影响兰州的天气系统。

二、教材分析
1、该节教材继气压带、风带移动对气候影响之后，从微观角度分别介绍了锋面系统与天

气及高低气压系统与天气等常见的天气系统，以点带面使学生理解不同时空的天气变化，使

学生学习贴近生活、运用于实际。

2、新课标对这一节的要求是“运用简易天气图，简要分析锋面、低压、高压等天气系统

的特点”。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如下：

（1）、“简易天气图”是指我们经常接触到的电视节目中播放的简易天气图它只注重海平面

的天气图，对高空的不作要求

（2）、所要求的天气系统主要是常见的锋面（包括冷锋和暖锋）、低压（包括低压槽）、高

压（包括高压脊），但对气旋、反气旋的概念不作要求

（3）、各种天气系统的特点，可以从气温、气压、湿度（包括降水）、风等几方面分析，从

而综合出各天气系统控制下的天气状况。

3、本节内容是本章教学的一个难点。内容知识比较抽象，需要学生较强的空间思维能力，

要求在教学中精心设计教学环节。

三、教学设计思想
1、通过多媒体教学，增强直观性。

2、以贴近生活实际的天气现象实例为素材，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分析、讨论，自己得出

结论。

3、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使学生感到地理中有生活、生活中离不开地理，激发

学好地理的兴趣。

四、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理解锋面系统的特点及天气状况。

2、能力目标：

通过阅读冷锋、暖锋、准静止锋等各类图，提高学生读图、识图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提高地理审美情趣。

（2）、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使学生感到地理中有生活、生活中离不开地理，

激发学好地理的兴趣。

五、学情分析
扩招后本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县初中地理知识薄弱，再加上高一尚未学立体几何空间

想象能力较弱，所以本节内容旨在课堂上让学生形成初步认识，形成基础的知识框架。

六、教学重难点
重点：对我国天气有重要影响的锋面天气。

难点：冷锋、暖锋与天气的关系。



七、教学方法
读图分析法、对比法、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八、学法指导
学案导学法、讨论探究法、图文分析法、对比归纳法、练习巩固法等

九、课时安排：一课时

十、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一：导入新课，提出质疑
展示一段天气预报，让学生感知同一时间，不同的地点天气会有差别，同一地点，不

同的时间，天气也会有差别。并质疑，为什么会这样？

教学环节二：自主学习，了解冷暖锋的基本概念。教师讲解，进一步理解和加深印象。

1、学生通过自学课本内容，了解基本概念。老师通过图片的展示和讲解，使学生对概念

进一步理解和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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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考交流

对照冷锋、暖锋的动画示意图，思考讨论以下问题：

① 冷锋、暖锋在运动的过程中，暖气团的抬升是主动还是被动？

②什么是锋面过境前、锋面过境时、锋面过境后？分别在图中甲乙丙处标出前、时、后甲乙丙处标出前、时、后(根

据锋面移动的方向来确定)

③冷锋、暖锋过境前、后分别在什么气团控制下，天气如何？

④冷锋、暖锋过境时天气如何？

⑤冷锋、暖锋降水的范围和雨区的位置有何特点？

3、交流成果的展示

学生代表在多媒体课件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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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三：师生互动，合作探究，完成冷暖锋的区别与联系
4、课堂探究

冷锋、暖锋在图形上的差别？

(箭头方向、锋面坡度、雨区范围、锋面符号)
锋面过境时是否都能形成降水？

教学环节四：案例分析，理论联系实际

主要看暖气团所含水汽的多少，以及在上升的过程中，水汽是否达到过饱合。

准静止锋降水的特点？（锋面徘徊不前，形成连续阴雨天气）

常见的准静止锋类型？

名称 成因 时间 天气

江淮准

静止锋

冷暖气团势均力敌 春末夏初

（6月中旬—7月上旬） 梅雨

冷气团



昆明准

静止锋

冷空气受云贵高原阻挡 冬半年 贵阳冷湿

（天无三日晴）

教学环节五：总结与练习，提升学生能力
5、课堂小结

我国的降水和一些灾害性天气，大都与锋面有联系。如北方夏季的暴雨，多是由冷锋形成

的锋面雨。我国冬春季节爆发的寒潮、沙暴天气也是冷锋南下时形成的。

6、课堂练习

右图是某地几日内气温和气压的变化图，读图回答问题：

1、这几天影响该地的主要天气系统是： （ B ）

A.冷锋 B.暖锋 C.气旋 D.反气旋

2、该天气系统从该地过境的时间是： （ B ）

A.6日 B.9日 C.11日 D.12日
3、该天气系统过境后，该地的天气变化情况是： （ C ）

A.气温下降，气压下降，天气转晴

B.气温上升，气压升高，出现降雨

C.气温上升，气压下降，天气转晴

D.气温下降，气压升高，天气转晴

教学环节六：为我所用
7、作业布置：学生分析影响兰州天气变化的主要天气系统，并画出气温气压变化图。

8、板书设计：

常见的天气系统
1、气团：温度、湿度比较均匀的大团空气。

2、锋面系统

（1）概念：冷暖气团的交界面

（2 )锋面的特征：①它的水平范围可由几百米到几千千米。

②一般冷气团在锋面下面，暖气团在锋面上面。

③在锋面附近常伴有云、雨、大风等天气，锋面一般分为冷锋和暖锋。

（3）分类与天气状况：



分类
过境前 过境时 过境后

气温 气压 阴晴 阴晴 风 气温 气压 阴晴

冷锋 高 低 晴
雨雪

天气
大风 降低 升高 转晴

暖锋 低 高 晴
多连续

性降水
不大 升高 降低 转晴

名称 成因 时间 天气

江淮准

静止锋

冷暖气团势均力敌 春末夏初

（6月中旬—7月上旬） 梅雨

昆明准

静止锋

冷空气受云贵高原阻挡 冬半年 贵阳冷湿

（天无三日晴）

十一、教学反思：
本节课由于课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再加上学生对自主学习有了一些了解，及多媒体课

件的使用，所以教学过程中学生一直保持了极大的热情使课堂气氛和学生的主动参与都比预

想的要好。但还是存在课堂时间把握不够好，对学生即兴出现的问题没办法一一解答及对个

别学生关注不到，没办法做到个性化的教学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