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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 本教學設計的目的 

地球的外部圈層，大氣在地理環境中的作用，大氣的組成和分層，太陽輻射

及其能量的轉換過程，大氣的熱狀況，大氣運動的基本規律，大氣的降水和有關

天氣、氣候形成的知識，人類活動與氣候的相互影響，是地理學重要基礎知識。

氣象學基礎知識、等溫線圖和天氣形勢圖的判讀是中學地理教學的難點之一。本

章節所涉及的基本概念、基本原理多，知識點散，學生在學習中常感到難以記住，

常常事倍功半，怎樣解決學生中這個難題呢？本教學課件的設計目標，正是讓學

生從課件中學習掌握有關內容。課件中利用模擬小實驗、Flash 動畫、電腦視訊

短片的演示來說明一系列氣象學的問題。通過氣象局發佈的天氣形勢圖的分析，

瞭解天氣系統的移動和演變，總結天氣系統的移動和演變規律，培養學生分析問

題的能力，並通過講述天氣系統的形成和分佈，發展學生探索自然奧秘的興趣，

建立主動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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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教學設計主要內容 

1. 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層：這是大氣最基本的狀況，也是學習後面內容的基

礎。 
 
2. 大氣的熱狀況：通過影片、Flash 動畫及圖片，使學生瞭解到太陽輻射及其

能量轉換過程。太陽輻射能量的時空分佈和變化是產生一切大氣過程和現象

的根本原因，因此本節是全章中最重要的基礎。 
 
3. 大氣的運動：大氣運動的規律是瞭解天氣變化的鑰匙，也是形成氣候的主要

因素。本節在全章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是承先啟後的紐帶。 
 
4. 大氣的降水：通過影片、Flash 動畫及圖片，使學生瞭解到大氣中的水汽由

氣態轉化為液態水或固態水降落到地面這個複雜的過程。 
 
5. 天氣與氣候：鼓勵學生動一動腦筋，聯繫實際說明氣候與人類之間的密切關

繫。「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在當今諸多的環境議題中，可說是最複雜、牽

涉最多，也最不易解清的議題，卻也是地球村現代公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概

念，引用「科學與技術及社會連結 (S-T-S)」理念設計角色扮演活動，學生

在活動中有機會深入探究此議題與環境及社會的關係，並組織對地理知識有

興趣的同學參觀澳門地球物理暨氣象局及參加“互動氣象＂講座，樹立學生

保護大氣環境和合理利用氣候資源的意識。 
 
6. 課後練習及小組討論 
 
7. 總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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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教學設計創意與特色 

1. 本教學設計採用多媒體教學軟件的方式制作。以文字、影像、圖片及動畫等

多方面的形式，來介紹氣象學基礎知識。把複雜的氣象學基礎知識，化繁為

簡，既生動又直觀，并以電腦光碟的形式存放，方便教學及讓學生課後自學。 
 
2. 以學生為本，老師設計習題及討論題，進行亙動教學，鼓勵學生從多種途徑

收集信息。另外，為加深學生對氣象學知識的認識，並培養學生動手、觀察

和探究能力，老師為學生設計模擬小實驗，讓學生課後自己動手做一做。 
 
3. 本課件除提供教材的基礎知識外，還會補充適當的拓展內容及提供有用的網

址，供對地理知識有興趣的同學課後自學。當然課件上提供的網址數量不是

很多，主要原因是希望同學能夠主動去找資料，而課件上提供的網址起的是

“ 拋磚引玉 ＂的作用。 
 
4. 在本章節的教學內容中，多年來的教學注意到有幾個同學們易於混淆的地理

概念問題，所以本課件設有“誤區講解”的環節，幫助同學們學習。 
 
5. 本課件是掛在學校的網頁內，電子課文令同學們只要身邊有一部可以上網的

電腦，隨時隨地都可以瀏覽課本、回顧上課時所學到的東西；課件內相當一

部份圖片設有“圖片說明”的註釋，幫助同學們課後更好地複習和理解圖片所

反映的自然現象。而課堂上看過的視訊短片也可在網上重溫，這是互動式教

學的另一種方法。多媒體課件本來就是一種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工具之一。 
 
6. 本教學設計內有一部份電腦視訊短片在課堂上是沒有播放的，例如第一節內

的“大氣層”視訊短片和“大氣圈的結構”視訊短片，要求學生在學後上網觀

看，並查找視訊短片內所反映的現象形成原因，鼓勵學生從多種途徑收集信

息。 
 
7. 引用「科學與技術及社會連結 （S-T-S）」理念設計角色扮演活動，在課堂

上召開“聯合國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高峰會”，學生在活動中有機會深入探究

“全球氣候變暖”此議題與環境及社會的關係，並關切到環境及社會中不同族

群的需求，設身處地的體會將較容易產生意識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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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教學設計課件使用指引 

1. 安裝說明： 
請打開您的 CD-ROM，然後進入 C023\WEB\INDEX.HTM，便可進入課件的主頁。 
 
2. 電腦課件運作之軟、硬件系統需求： 

 Microsoft Windows 98，Windows ME，Windows 2000，Windows XP 或

Windows NT 
 512 MB  RAM 或以上 
 1GB 硬碟空間 
 八倍速光碟機或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以上 
 Macromedia Flash Player 7.0 或以上 
 Windows Media Player 9.0 或以上 

 
3. 建議使用螢幕解析度為 1024 X 768 的 IE 或 Netscape 瀏覽器來觀看本課

件，以得最佳之效果。 
 
4. 如果您所使用的 Windows XP 版本是 SP2，電腦視訊短片和 Flash 動畫的使

用將會受到限制，您可按照以下步驟來做，解決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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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滑鼠指向提示欄，按一下左鍵，會出現一個小視窗，點選視窗中“允許被

封鎖的內容（A）一欄”，如下圖所示： 

 

 
(2) 點選視窗中“允許被封鎖的內容（A）一欄”後，按一下左鍵，之後會出現安

全性警告的視窗，按一下“是（Y）”，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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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之後會出現一個“Flash Player 安全性”小視窗，按一下“確定(O)”按鈕，如下

圖所示： 

 
(4) 按照以上步驟來做，本課件所有電腦視訊短片和 Flash 動畫的使用問題便可

以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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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參選編號 C023 

學科名稱 地 理 科 

單元名稱 地球上的大氣 

教學對象 高中一、高中三年級 

學生人數 56 人 

 
 
 
 
 
 
 
 
 
 
教 
學 
目 
標 
 
 
 
 
 
 
 
 
 
 
 
 
 

氣象學基礎是中學地理教學中的難點之一，涉及比較多的理科

內容。本教學課件的設計目標是： 
1. 讓學生從課件中知道組成大氣的主要成分及其作用；理解大氣

的垂直分層結構，各層的主要特徵及其與人類的關係； 
2. 學會運用氣溫的垂直分佈圖，說明大氣垂直分層結構，氣溫垂

直變化，以及對流層、平流層的主要特點； 
3. 初步瞭解大氣對人類活動的影響，樹立正確的人地觀； 
4. 使學生瞭解太陽輻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量源泉、大氣對太陽

輻射有削弱作用、大氣對地面起保溫作用、氣溫的時空變化規

律等基本知識； 
5. 讓學生學會閱讀氣溫日變化示意圖、1 月和 7 月的世界等溫線

分佈圖，說明氣溫的日變化規律和氣溫水平分佈規律，培養學

生的讀圖、分析圖表能力； 
6. 讓學生認識到大氣中的各種現象都與太陽能及其轉化密切相

關，懂得能量轉化、物質不滅的唯物觀點； 
7. 通過課後實習活動懂得使用測定氣溫的各種溫度計和掌握各類

氣溫數據的計算； 
8. 學生要會敍述熱力環流的形成過程，理解地表冷熱不均引起的

大氣運動，理解水平氣壓梯度力是風形成的原動力和直接原因；

9. 學生要會運用簡單的等壓線分佈圖，分析、判斷風向； 
10. 學生要會敍述熱力環流的形成過程，理解地表冷熱不均引起的

大氣運動，理解水平氣壓梯度力是風形成的原動力和直接原因。

11. 學生要會運用簡單的等壓線分佈圖，分析、判斷風向。 
12. 使學生瞭解氣壓的基本類型及氣壓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13. 使學生理解氣旋與反氣旋的形成過程、氣流運動的特點，掌握

氣旋、反氣旋氣流運動的規律性。 
14. 使學生掌握氣旋和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為學生正確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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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現象的形成打好基礎。 
15. 通過研究氣旋和反氣旋的形成過程，使學生初步具備研究問題

的方法與步驟。 
16. 使學生瞭解大氣環流形成過程，理解氣壓帶、風帶的形成及分

佈規律。 
17. 使學生明確全球大氣是一個整體，大氣環流在物質和能量輸送

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18. 使學生瞭解海陸分佈對大氣環流的影響及季風環流的形成。 
19. 培養學生閱讀海平面氣壓分佈圖、分析季風的形成等能力。 
20. 學生能理解空氣的飽和狀態與過飽和狀態以及飽和狀態與氣溫

的關係，理解水汽凝結的主要條件。 
21. 學生能記住降水的概念，理解降水的形成過程。 
22. 使學生掌握四種降水類型的成因、特點及其主要分佈地區。 
23. 使學生掌握全球四個降水帶的分佈與形成原因。 
24. 培養學生讀圖分析地理問題的能力，例如讀世界年平均降水量

的分佈圖，分析某地多雨或少雨的原因。 
25. 使學生理解天氣與氣候的區別，氣團的形成及其對天氣的影

響，影響我國天氣的主要氣團、鋒面的概念、形成。 
26. 使學生學會運用冷鋒、暖鋒、准靜止鋒與天氣的知識，分析鋒

面過境時及過境後的天氣。 
 
27. 使學生能聯繫當地的天氣變化，理論聯繫實際，培養學生不斷

探求新知識的精神。 
28. 使學生掌握形成氣候的基本因素，並學會利用這些基本因素分

析典型氣候。認識氣候複雜多樣，學會分析氣候類型、分佈、

特點的基本方法。 
29. 使學生正確認識人類活動與氣候之間的相互關係，樹立保護大

氣、保護氣候資源、因地制宜合理利用氣候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的觀點。為創建有利於人類活動的氣候環境而努力。 
30. 理解並掌握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分佈、特徵及成因。 
31. 通過閱讀世界各種氣候類型的降水量和氣溫月份分配圖，掌握

判斷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方法，培養學生運用地理資料、圖表

去闡述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力。 
32. 培養學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識人類活動與氣候

之間的相互關係，樹立保護氣候資源、合理利用氣候資源的觀

點，為創建有利於人類活動的更加美好的氣候環境而努力。 
33. 培養學生正確認識地理事物的變化規律與地理事物特殊性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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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培養學生勇於探索、不怕困難的心理品質，對學生進行辯證唯

物主義思想教育。 
35. 通過多種媒體組合教學，使學生的觀察力、推理和空間想像能

力得到發展。 
教學難點及

重點 
詳見教學活動中各節教學難點及重點 

教學時數 
本單元課堂授課內容共分五節，共 13 課時，每課時為 40 分鐘。另

外，在高一級課堂上開展 S T S 教學活動“聯合國全球暖化及溫室效

應高峰會”，需增加 4 課時，共 17 課時。 

教材來源 
高級中學課本地理上冊（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地理社會室編，人

民教育出版社 

學生分析 

同學之間各種能力基礎的差異是存在的，有的同學理解力和想像力

比較好，有的同學比較差一點。在試教過程中以模擬實驗、flash 動

畫、視訊短片、文字、圖片及制作相關地理模型等多方面的形式，

並結合生活中的現象來介紹氣象學基礎知識，既生動又直觀，引起

同學們的學習興趣，能有效的幫助同學們掌握有關的知識，同學們

的反應都比較好。 

教材研究 

本單元教材緊緊扣住大氣環境與人類生存與發展的關係這一主線。

無論是講述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佈、大氣的熱力狀況、大氣的運動

等基本規律和狀況，還是講述天氣系統、氣候的形成和變化、氣候

資源、氣象災害，以及大氣環境問題及其保護等內容，都與人類的

生存與發展聯繫起來。既闡明大氣環境對人類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影

響，又指出人類生活和生產活動對大氣環境的影響，從而使學生懂

得如何合理利用和保護大氣環境，使大氣環境向著有利於人類生存

與發展的方向發展。 
本單元教材各課內容聯繫緊密，環環相扣。第一課講述大氣的組成

和垂直分佈，是為後幾課學習打基礎的知識，因為大氣的組成和垂

直分佈與大氣的熱力狀況、大氣的運動以及許多天氣、氣候氣象都

有直接的關係。第二課講述大氣的熱力狀況，主要闡明大氣的能量

來源——太陽輻射到達地球以後的能量轉換過程。太陽輻射能量的

分佈不均及其能量轉換，既與大氣各層成分對輻射波長的選擇性吸

收有關，又是產生大氣運動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一切大氣過程和

大氣現象的重要原因，因此是本單元重要的基礎知識。第四、五、

六課講述大氣運動的形成和主要形式。大氣運動是產生風雲變幻的

天氣現象的直接原因，也是氣候形成的重要因數，對世界各地的天

氣和氣候有著重大影響，因此在本單元中起著關鍵作用，是承前啟

後的紐帶。第十一、十二、十三課是在前十課講述的大氣基礎知識

和基本理論的基礎上，密切聯繫實際，講述常見的天氣系統、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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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和變化、氣候資源、氣象災害及其與人們生活和生產活動的

關係。 
本單元教材安排遵循學生的認知規律，循序漸進，前後呼應，步步

深入。例如，第一課講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佈，只是點出大氣中的

CO2、O3、水汽等可影響地面和大氣的溫度，其原因則在第二課的“大

氣的保溫效應”中予以講述。又如，第一課為了說明人類活動對大氣

成分的影響，舉例指出由於人類活動導致大氣中的 CO2；含量增加，

O3 含量減少。教材對這些問題點到為止，為後面講述大氣環境問題

埋下伏筆。至於這些問題的危害和採取的措施，則留待最後一課講

述。教學中要注意教材安排的這一特點，切不可在學生尚未具備基

礎知識的情況下，就把後面知識提前講述。 
本單元在許多圖下設置了讀圖思考題，是教材的重要組成部分，教

學中應予以足夠重視。在教學中充分運用讀圖思考題，既可調動學

生積極思維，使學生主動參與教學過程，活躍課堂氣氛，又可培養

學生的學習能力和讀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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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架構 

                                         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對生物和人類的影響 

         大氣的組成和       大氣的組成及其作用 

           垂直分層                                  

                         大氣的垂直分層 

                                       

                                         太陽輻射 

                                         太陽輻射強度 

                                         吸收作用 

                               大氣對太陽輻射    反射作用 

                               的削弱作用        散射作用 

          大氣的熱狀況                           地面輻射 

                               大氣對地面的      大氣輻射 

                               保溫作用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氣溫的日變化 

                                                        氣溫的年變化 

                               氣溫的水平分佈            

 

                               冷熱不均引起的大氣運動 

                               大氣的水平運動 -- 風 

         大氣的運動           氣旋與反氣旋 

                               大氣環流 

                               海陸分佈對大氣環流的影響 

                              

                      水汽的凝結 

                      降水的形成 

                      降水的類型 

                       降水的世界分佈 

                                天氣和氣候的概念 

                                影響天氣的主要因素 

氣候形成的因素 

          天氣與氣候            人類活動和氣候 

                                世界氣候類型 

地球大氣的作用 

地 

 

球 

 

上 

 

的 

 

大 

 

氣 

太陽輻射是地球

上的能量來源 

氣溫的日變化和年變化 

大氣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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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及

教學活動安

排 
教學方法、教學活動安排的流程及步驟詳見各節教學活動中。 

 
 
 
 
 
 
 
 
 
 
 
 
 
 
 
 

教學準備 
 
 
 
 
 
 
 
 
 
 
 
 
 
 
 
 
 
 

1. 電腦、投影機。 
2. 以下圖片均包含在課件中：  地球外部圈層示意圖、乾潔空氣

的組成及其按體積所占的百分比圖、大氣的垂直分層和氣溫的

垂直分層圖、大氣的垂直分層（中緯度地區）圖、對流層大氣

的特點圖、平流層大氣的特點圖、太陽照片、太陽輻射和太陽

常數圖、太陽輻射光譜示意圖、太陽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太陽高度角與太陽輻

射強度的關係圖、大氣對太陽輻射的散射圖、到達地面的太陽

輻射圖、地面對太陽輻射的反射圖、太陽高度與太陽輻射經過

大氣路程長短的關 
係圖、地面輻射示意圖、玻璃溫室示意圖、玻璃溫室圖、沒有

大氣的月球示意圖、地球上的大氣具有保溫作用示意圖、太陽

輻射使地面增溫圖、地面輻射使大氣增溫圖、大氣對地面的保

溫作用圖、大氣的保溫效應圖、百葉箱照片、最高溫度計和最

低溫度計、上海七月份氣溫日變化平均情況與地面熱量收支示

意圖、1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7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冷

熱不均引起的熱力環流圖、水平氣壓梯度力圖、在氣壓梯度力

和地轉偏向力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風（北半球）圖、近地面大氣

中的風向、大氣的水平運動-風的形成圖、海平面等壓線分佈

圖、低氣壓圖、北半球低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氣旋控制下

的天氣狀況圖、2006 年 11 月 21 日 14 時地面天氣圖、龍捲風

圖、北半球高氣壓場圖、北半球高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反

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圖、2006 年 12 月 17 日 20 時地面天氣

圖、氣旋、反氣旋的形成及其天氣圖、熱帶氣旋中心途徑記錄

圖、熱帶氣旋信號圖、單圈環流圖、全球風帶和大氣環流圖、

各緯度上輻射差額溫度與實際溫度的比較表、全球海平面平均

氣溫隨緯度的分佈圖、亞洲季風圖、飽和狀態與氣溫的關係圖、

對流雨圖、地面狀況對氣流的影響圖、鋒面示意圖、鋒面雨示

意圖、世界年降水量和盛行風向圖、全球降水帶分佈圖、全球

降水量的緯度變化圖、全球大氣環流與降水圖、熱帶氣旋的典

型雲團圖、颱風的典型垂直剖面圖、氣團源地和鋒圖、冷鋒與

冷鋒天氣圖、暖鋒與暖鋒天氣圖、鋒面圖解、北京氣溫曲線、

降水柱狀圖、地方氣候圖、世界氣候類型分佈圖。 
3.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Flash 動畫、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大

氣環流 Flash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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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 
 

4. 地球上的大氣緒言視訊短片、大氣垂直分層視訊短片、大氣層

視訊短片、大氣圈的結構視訊短片、大氣熱狀況視訊短片、太

陽輻射視訊短片、雲層的反射作用視訊短片、氣溫視訊短片、

大氣的運動視訊短片、“天氣報告 – 低壓槽將至＂視訊短

片、“天氣報告 – 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視訊短片、行星風

系視訊短片、大氣的降水視訊短片、海綿飽和實驗短片、空氣

飽和值視訊短片、植物蒸騰視訊短片、摸擬大氣實驗視訊短片、

播放降雨全過程視訊短片、天氣視訊短片、氣候視訊短片、香

港致力減低溫室效應新聞報導短片、美國不會立法減少排放溫

室氣體新聞報導短片、國家氣象局表示本世紀中國氣候會繼續

明顯變暖新聞報導短片。 
5. 地球儀、溫度計、大氣環流演示模型、《高中地圖冊上冊》。 

教學評量 
通過觀察、提問、課堂練習及習題來進行教學成果評量。詳見各節

教學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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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教學活動、試教評估、反思與建議】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氣 

 

第一節 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層 

 

一. 教學目標 

1. 知識：知道組成大氣的主要成分及其作用；理解大氣的垂直分層結構，各層

的主要特徵及其與人類的關係。 

2. 能力：用氣溫的垂直分佈圖，說明大氣垂直分層結構，氣溫垂直變化，以及

對流層、平流層的主要特點。 

3. 情感：初步瞭解大氣對人類活動的影響，樹立正確的人地觀。 

4. 通過多種媒體組合教學，培養學生一定的觀察、分析能力及形象思維能力。 

 

二. 教學重點 

大氣的垂直分層（以對流層為主）。 

 

三. 教學難點 

各層大氣的主要特點。 

 

四. 教學方法 

讀圖分析法、對比討論法、啟發式談話法，講授法、多媒體綜合教學法。 

 

五. 教學媒體 

地球上的大氣緒言視訊短片、大氣垂直分層視訊短片、大氣圈的結構視訊短

片、地球外部圈層示意圖、乾潔空氣的組成及其按體積所占的百分比圖、大氣的

垂直分層和氣溫的垂直分層圖、大氣的垂直分層（中緯度地區）圖、對流層大氣

的特點圖、平流層大氣的特點圖、投影機、電腦。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6

六. 教學過程 

共一課時 

第一課時 

教學程序

/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引入新課 1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地球上的大氣緒言視訊短

片 
1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地球外部圈層及講解有關

示意圖 
3 分鐘 演示課件 

閱讀課文及提問 3 分鐘 課本 P.36 ~ P.37 

第 一 節 

大氣的組

成和垂直

分層 
 
一、引言

地球大氣

的作用 
講解大氣對於水圈、岩石圈和

生物圈分別有什麼影響 
3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談話法，利用學生已知知

識，引導出大氣的組成 
5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乾潔空氣的組成及其按體

積所占的百分比圖 
2 分鐘 演示課件 

二、大氣

的組成及

其作用 

閱讀課文及提問 3 分鐘 課本 P.38 

播放大氣垂直分層視訊短片 2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大氣層的垂直結構圖》

和分析法，顯示氣溫的垂直分

布，大氣的密度分布，大氣的

運動狀況，臭氣層的分布等方

面，從而得出大氣層的分層及

各層特徵 

3 分鐘 演示課件 

聯繫對流層，平流層與人類活

動的密切關係 2 分鐘 演示課件 

描述臭氣層對地球生命存在起

的作用 2 分鐘 演示課件 

誤區講解及安排同學們做大氣

分層歸納圖表，同學將有關內

容歸納成區別表格 
5 分鐘 演示課件 

三、大氣

的垂直分

層 

教師講評表格答案，隨着教師

的講授，同學們檢查自己是否

做對 
3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第一節及佈置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大氣的垂直分層

（以對流層為主）。 
 
成果評量：通過練

習、提問及作業，看

學生是否掌握大氣組

成的主要物質； 
運用《大氣層的垂直

結構圖》來描述大氣

的分層及每層的特

徵；對流層，平流層

以及臭氣層對人類生

產活動，生命活動所

起的作用。另外，學

生在各項探究活動中

是否表現出下列情感

與態度：興趣、好奇

心、探索欲、投入程

度、合作態度、意志

毅力、創新精神等。

 
學生表現：表現良

好，能獨立完成課堂

練習並全對的同學約

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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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時 

 

【新課導入】  通過上一章的學習，我們瞭解了

地球所處的宇宙環境，從這節課開始，我們將把目光

集中在地球——這顆為人類提供生存環境的星球

上。我們一般只瞭解地表局部區域的概況，而無法看

到它的全貌。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地球上的大氣緒言視訊

短片 

【投影】  地球外部圈層示意圖 

【設問】  那麼地球具有怎樣的結構呢？ 

學生回答略。 

【講解】  地球是由不同物質和不同狀態的圈層所組成的球體。 

【提問】  地球分為幾個圈層？地表以外包括哪幾層？ 

學生回答略。 

【總結】  正如同學們所說的那樣，地球分為六

個圈層，地球可分為裏三層，外三層，地表以外包

括水圈、生物圈和大氣圈。其中地表以外的大氣圈、

水圈和生物圈稱為外部圈層，這些圈層並非孤立存

在，而是相互聯繫，相互制約，形成了人類賴以生

存的自然環境。這一章，我們首先瞭解大氣圈的一些知識。 

【板書】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氣 

          第一節  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層 

            一、引言 -- 地球大氣的作用 

【提問】  大氣對於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分別

有什麼影響？請大家閱讀課本第 36 ～ 37 頁，將答

案畫出來。 

【小結】  可以說，沒有大氣就沒有水和生物，

大氣是地表形態的雕塑者。對於人類來說，大氣具有獨特重要的意義。為什麼大

氣會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們應認識大氣的組成和垂直結構。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大氣垂直分層視訊短片 

【板書】  二、大氣的組成及其作用 

【提問】  大家想一想，在我們周圍的大氣中，除了純淨的空氣，還有些什

麼物質？ 

【學生回答】  水汽和塵埃。 

【講解】  低層大氣是由乾潔空氣、水汽和懸浮在大氣中的固體雜質三部分

組成的，其中主要的是乾潔空氣。乾潔空氣是由多種氣體混合組成的，請大家看

課本第 38 頁乾潔空氣的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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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乾潔空氣的組成及其按體積所占的百分比圖 

【提問】  乾潔空氣的主要成分是什麼？ 

【學生回答】  氮和氧。 

【提問】  你知道氮和氧對於地球上的生物有什

麼作用嗎？ 

學生回答略。 

【講解】  氮是地球上生物體的基本成分；氧是

一切生物維持生命活動所必需的物質，二者對於地球上的生物來說都是必不可少

的。 

【提問】  除了氮和氧，乾潔空氣中還有哪些氣體呢？二氧化碳和臭氧在乾

潔空氣中含量雖然不到 0.1％，但其作用不可低估，你知道它們有什麼作用嗎？ 

學生回答略。 

【講解】  除了氮和氧，乾潔空氣中還有氬、二氧化碳和臭氧等氣體。二氧

化碳是植物進行光合作用的重要原料，對地面還有保溫作用，其原因我們將在下

一節講述；臭氧能吸收太陽光線中的紫外線，使地面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線的傷害。 

【提問】  水汽和固體雜質又有什麼作用呢？ 

學生回答略。 

【總結】  水汽和固體雜質的含量也很少，卻是成雲致雨的必要條件。由此

可見，大氣中各組成部分對地球、地球上的生物都有著重要作用。 

【轉折提問】  位於非洲中部的乞力馬扎羅山，雖地處熱帶，山頂卻終年積

雪，這是什麼原因？ 

【學生回答】  因為氣溫隨海拔的升高是逐漸降低的，乞力馬扎羅山海拔較

高，因此山頂氣溫較低。 

【過渡】  包圍地球的大氣層厚度可達 2000～3000 千米，在這層厚厚的大氣

中，氣溫隨高度的增加是不是一直遞減的呢？ 

【投影】  大氣的垂直分層和氣溫的垂直分層圖 

請大家仔細觀察氣溫的垂直分佈圖。 

【提問】  圖中橫坐標是什麼？縱坐標是什麼？曲線表示什麼？ 

【學生回答】  圖中縱坐標表示高度，橫坐標表示溫度。曲線表示氣溫隨高

度的變化。 

【提問】  氣溫隨高度的增加是怎樣變化的？ 

學生回答略。 

【總結】  從圖上可以看出，在不同的高度範圍，氣溫的垂直變化是不同的，

有的層次氣溫隨高度增加而遞減；有的層次氣溫隨高度增加而遞增。根據大氣的

熱力性質在垂直方向上的差異，人們把大氣劃分為幾個層。 

【板書】  三、大氣的垂直分層 

【提問】  大氣在垂直方向上分為哪幾層？ 

【學生回答】  分為對流層、平流層、中間層、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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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  在熱層以外，還有一層外層，它是地球大氣向星際空間過渡的層

次。 

【提問】  請你們讀圖說明各層氣溫是如何隨高度變化的？ 

【學生回答】  對流層氣溫隨高度升高遞減；平流層氣溫隨高度升高遞增；

中間層氣溫隨高度升高遞減；熱層氣溫隨高度升高遞增。 

 

圖片說明： 

    縱坐標表示高度，橫坐標表示溫度。  

    根據大氣溫度、密度等物理性質在垂直方向上

的差異，將大氣分為五層，對流層、平流層、中

間層、暖層和散逸層。  

    仔細觀察氣溫曲線。  

    對流層大氣熱量大部分來自地面，反而離地愈

高氣溫越低，平均上升 1000M，氣溫下降 6℃，

對流層的氣溫下降到零下 55℃，對流層有天氣變

化現象。  

對流層頂到 55—55 公里的範圍內是平流

層，平流層氣溫基本不受地面影響，到 30 公里

以上氣溫上升到零下 2℃，這是平流層中臭氧大

量吸收紫外線的緣故，平流層氣流平穩，能見度

好，對飛行有利。  

中間層是從平流層頂到 85 公里高度範圍

內，溫度降低在 80 公里高空處，最低處可達零

下 96℃，也稱為高空對流層。  

從 85 公里高空以上到 800 公里高度範圍

內，稱為暖層也叫電離層，因能反射電波，氣溫

隨高度增加，在圖上有虛線表示說明氣溫繼續上

升，因為空氣中氮和氧的原子和分子，大量吸收

太陽紫外輻射的結果。  

       散逸層在暖層以上，高度運動的空氣質點，

散逸到星際空間去。 

【提問】  為什麼各層熱狀況各有不同呢？ 

【講解】  這是因為各層的熱源有所不同。對流層大

氣的熱量絕大部分直接來自地面，因此離地面愈高的大

氣，受熱愈少，氣溫愈低，氣溫垂直遞減率為 0.6℃

/100m；到了平流層，由於其中有臭氧，能大量吸收太陽

紫外線，從而使氣溫隨高度增加迅速上升，這一層因為

有臭氧的存在而具有重要意義；中間層因幾乎沒有臭

氧，所以氣溫開始隨高度增加而迅速降低；到了熱層，

由於該層中的大氣物質（主要是氧原子）吸收了所有波

長小於 0.175 微米的太陽紫外線，氣溫再次升高。在 300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0

千米高度上，氣溫以達 1000℃以上。 

【過渡】  由於各層大氣的熱狀況不同，影響到大氣的運動和其他大氣現象

也表現出不同的特點。 

【提問】  根據對流層大氣上部和下部的氣溫差異推測一下，利於大氣產生

什麼方向的運動？ 

【學生回答】  垂直方向的運動。 

【投影】  對流層大氣的特點圖 

【總結】  在對流層，由於空氣上冷下暖和地表

冷熱不同，使得熱的地方氣溫高，空氣密度小，容

易產生空氣的上升運動，冷的地方空氣就會流來補

充；冷的地方因有空氣流向熱的地方，從而產生下

沉運動，這樣便形成了大氣的對流運動（圖示大氣

對流運動過程），地面受熱越多，對流就越旺盛，所

以不同地區對流層的高度有可能不同。 

【提問】  高、中、低緯，哪個緯度帶的對流層高度最高？哪個最低？ 

【學生回答】  低緯地帶對流層高度最高；高緯地帶對流層高度最低。 

【講解】  低緯地區對流層可達 17～18 千米；高緯地區僅 8～9 千米；中緯

地區 10～12 千米。 

【提問】  對流層大氣因最靠近地面，因此幾乎集中了全部的水汽和雜質，

在大氣對流過程中，可能產生什麼天氣現象？ 

【學生回答】  成雲致雨。 

【總結】  雲、雨、雪等天氣現象都發生在這一層，因此，對流層天氣現象

複雜多變，與人類的關係也最為密切。 

【提問】  請你再根據平流層的大氣熱狀況，推測其中大氣該怎樣運動？天

氣現象如何？為什麼說這一層因為有臭氧的存在而具

有重要意義？ 

【投影】  平流層大氣的特點圖 

【總結】  由於平流層上熱下冷，大氣穩定，不易

形成對流，因此這層大氣以水平運動為主，同時，水

汽和雜質極少，因此，雲、雨現象近於絕跡，天氣晴

朗，對高空飛行很有利。由於平流層中有臭氧的存在，

能大量吸收太陽紫外線，使地球上的生物免遭過量紫

外線的傷害。 

【提問】  依次類推，中間層大氣以什麼運動為主？ 

【講解】  中間層空氣垂直對流運動相當強烈，又稱高空對流層。中間層、

熱層和外層由於距離地面較遠，因此與人類的關係不如對流層和平流層密切，但

其中存在一個電離層，對無線電通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請大家閱讀課本第

40 頁，無線電波的傳播圖及說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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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區講解】  通過多年的教學實踐發現許多同學對大氣垂直各層的特點不

能作出準確的回答，原因在於對有關的概念沒有完全掌握。 

大氣的垂直分佈是本課的教學重點。氣溫的垂直分佈是劃分大氣各層的主要

依據，也是大氣各層最基本的特徵。例如，對流層的氣溫隨高度增加而遞減這一

特徵，決定了大氣的對流運動顯著，而對流運動又產生了複雜的天氣現象；平流

層的氣溫隨高度增加由不再降低到轉而上升，這種溫度梯度不利於對流運動，大

氣以平流運動為主，因而缺少雲雨變幻，天空晴朗，利於飛行。基於上述分析，

同學們只要抓住氣溫垂直分佈這個關鍵問題，大氣垂直各層的特點就很容易理解

了。 

【總結】  請同學們填一下表。 

【投影】  大氣分層比較練習 

大氣分層 高度 氣溫的垂直變化 其他特點 與人類關係 

散逸層       

電離層       

中間層       

平流層       

對流層 

  

      

 

學生做完練習後，教師展示自己歸納的圖表。 

【投影】  教師自己歸納的圖表 

大氣分層 高度 氣溫的垂直變化 其他特點 與人類關係 

散逸層   空氣稀薄引力小   

電離層 氣溫隨高度的增加而遞增 高度電流 無線電通訊 

中間層 氣溫隨高度的增加而遞減 垂直對流運動強烈   

平流層 氣溫隨高度的增加而遞增
1.水平運動 

2.天氣晴朗 
有利於高空飛行 

對流層 

 500 千米 

 85 千米 

50 ~ 55 千米  

8 ~ 18 千米 

地面 氣溫隨高度的增加而遞減
1.對流運動 

2.空氣複雜多變 
雲、雨、雪 

 

【安排觀看視訊短片】  安排同學們利用課餘時間觀看“ 大氣層 ＂和“ 大

氣圈的結構 ＂視訊短片。 

【總結全課，佈置作業】  課本第 41 頁 “問題和練習＂：第 1、2 和 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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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板書設計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氣 

第一節 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層 

 

一、 引言 -- 地球大氣的作用 

 

二、 大氣的組成及其作用 

 

三、 大氣的垂直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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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試教評估及反思與建議： 

單

元 
教學目標 

評量標準 
/ 內容 

評量方式 
/ 方法 

教學成效得失 改進建議 

 
第

一

節 
 
   
大

氣

的

組

成

和

垂

直

分

層 

1. 知識 —— 知道組

成大氣的主要成分及

其作用；理解大氣的垂

直分層結構，各層的主

要特徵及其與人類的

關係。 
2. 能力 —— 用氣溫

的垂直分佈圖，說明大

氣垂直分層結構，氣溫

垂直變化，以及對流

層、平流層的主要特

點。 
3. 情感 —— 初步瞭

解大氣對人類活動的

影響，樹立正確的人地

觀。 
4. 通過視訊短片、圖

片等多種媒體組合教

學，培養學生一定的觀

察、分析能力及形象思

維能力。 

教學

是否達到

教學目

標，並為

此而設計

問題及課

堂練習。 

通過

觀察、提

問、課堂

練習來進

行教學成

果評量。 

本教學設計採

用多媒體教學軟件

的方式制作。以視

訊短片、文字及圖

片 等 多 方 面 的 形

式，來介紹大氣的

組成和垂直分層。

把複雜的知識，化

繁為簡，既生動又

直觀，在試教過程

中，同學們的反應

都比較好。能達至

增大課堂信息量，

強化師生互動，加

強情感教育的說服

力等目的。本教學

設計中眾多視訊短

片及圖片，能吸引

住同學們的注意，

使同學們比較容易

理解有關的內容；

同時，同學們在課

堂上亦能比較積極

配合老師，老師能

按照教學計劃完成

工作，同學們能按

照老師的安排完成

學習任務。 

在以往的教學

過程中發現，許多

同學都未能正確地

認識到大氣垂直各

層的特點。 
對流層的氣溫

隨高度增加而遞減

這一特徵，決定了

大氣的對流運動顯

著，而對流運動又

產生了複雜的天氣

現象；平流層的氣

溫隨高度增加由不

再 降 低 到 轉 而 上

升，這種溫度梯度

不利於對流運動，

大氣以平流運動為

主，因而缺少雲雨

變幻，天空晴朗，

利於飛行。基於上

述分析，教學中只

要抓住氣溫垂直分

佈這個關鍵問題，

大氣垂直各層的特

點 就 很 容 易 理 解

了。 
通過誤區講解

的環節重點講授有

關問題後，許多同

學都能正確地認識

到大氣垂直各層的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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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氣的熱狀況 

 

一.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瞭解：太陽輻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量源泉；大氣對太陽輻射有削弱

作用，大氣對地面起保溫作用；氣溫的時空變化規律等基本知識。 

2. 讓學生學會閱讀氣溫日變化示意圖。1 月和 7 月的世界等溫線分佈圖，說明

氣溫的日變化規律和氣溫水平分佈規律，培養學生的讀圖、分析圖表能力。 

3. 讓學生認識到：大氣中的各種現象都與太陽能及其轉化密切相關，懂得能量

轉化、物質不滅的唯物觀點。 

4. 通過課後實習活動懂得使用測定氣溫的各種溫度計和掌握各類氣溫數據的

計算。 

5. 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培養嚴謹的科學態度。 

6. 通過視訊短片、Flash 動畫等多種媒體組合教學，培養學生一定的觀察、分

析能力及形象思維能力。 

 

二. 教學重點 

1. 影響太陽輻射強度的因素 – 太陽高度角 

2. 大氣的熱力過程，即大氣對太陽輻射的削弱作用和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3. 氣溫的日變化、年變化規律，氣溫的水平分佈規律。 

4. 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力。 

 

三. 教學難點 

1. 太陽輻射、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等基本概念的含義、聯繫和區別。 

2. “上海 7 月份氣溫日變化平均情況示意圖＂和“1 月、7 月世界等溫線分佈

圖＂的分析。 

 

四. 教學方法 

談話法、討論法、圖示法、多媒體綜合教學法。 

 

五. 教學媒體 

大氣熱狀況視訊短片、太陽輻射視訊短片、雲層的反射作用視訊短片、氣溫視

訊短片、太陽照片、太陽輻射和太陽常數圖、太陽輻射光譜示意圖、太陽輻射能

隨波長的分佈圖、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太陽高度角與太陽輻

射強度的關係圖、大氣對太陽輻射的散射圖、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圖、地面對太

陽輻射的反射圖、太陽高度與太陽輻射經過大氣路程長短的關係圖、地面輻射示

意圖、 玻璃溫室示意圖、玻璃溫室圖、沒有大氣的月球示意圖、地球上的大氣

具有保溫作用示意圖、太陽輻射使地面增溫圖、地面輻射使大氣增溫圖、大氣對

地面的保溫作用圖、大氣的保溫效應圖、百葉箱照片、最高溫度計和最低溫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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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七月份氣溫日變化平均情況與地面熱量收支示意圖、1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

圖、7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Flash 動畫、三種輻射的

特徵及作用比較表、投影機、電腦。 

 

六. 教學過程 

共三課時 

第一課時 

教學程序/

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

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

及引入新課 
1 分鐘  

播放大氣熱狀況視

訊短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講授法和圖示

法相結合的方法，

講述太陽輻射的概

念。 

5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及播放太陽輻

射視訊短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太陽輻射能

隨波長的分布圖

表》分析太陽輻射

波的種類及其輻射

能量的分配，從而

準備解 
決下部分問題。 

9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講授法和圖示

法相結合的方法，

講述太陽輻射強度

的概念。 

8 分鐘 演示課件 

第 二 節 

大 氣 的 熱

狀況 

 

 

 

 

一、 太陽

輻 射 是 地

球 上 的 能

量來源 

運用圖示法，顯示

直射和斜射即太陽

高度角對輻射強度

的影響。 

9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 1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影響太陽輻射強度

的因素 – 太陽高度

角。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觀察他們做課堂練習

的情況，看學生是否掌

握有關內容。另外，學

生在各項探究活動中

是否表現出下列情感

與態度：興趣、好奇

心、探索欲、投入程

度、合作態度、意志毅

力、創新精神等。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

同學們能積極回答問

題。高一的同學要升上

高二級學習物理課時

才 學 到 有 關 “ 電 磁

波＂的內容，所以開始

講授到有關內容時會

表現出困惑，後來經教

師講解及課後輔導，基

本上問題都已經解決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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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程序/

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運

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

及引入新課 
2 分鐘  

講解吸收作用及相

關圖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反射作用及播

放雲層的反射作用

視訊短片 
5 分鐘 演示課件 

二、 大氣

對 太 陽 輻

射 的 削 弱

作用 
運用示意圖說明散

射的原理和大氣層

呈現藍色的原因。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地面輻射及相

關圖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大氣輻射及相

關圖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大氣對地面的

保溫作用及演示大

氣對地面的保溫作

用 Flash 動畫 

8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對

地面的保溫作用

Flash 動畫 

課堂練習 5 分鐘 
三種輻射的特徵

及作用比較表 

三、 大氣

對 地 面 的

保溫作用 

檢查及講評表格答

案，隨着教師的講

授，同學們檢查自

己是否做對。 

3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大氣的熱力過程，即

大氣對太陽輻射的削

弱作用和大氣對地面

的保溫作用。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觀察他們做課堂練習

的情況，看學生是否掌

握有關內容。另外，學

生在各項探究活動中

是否表現出下列情感

與態度：興趣、好奇

心、探索欲、投入程

度、合作態度、意志毅

力、創新精神等。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

同學們能積極回答問

題，課堂氣氛活躍，而

且能獨立完成課堂練

習並全對的同學約佔

90%。 

 總結 1 分鐘 演示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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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活動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

源的運用)

教學要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

及引入新課 
2 分鐘  

播放氣溫視訊短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氣溫的日變化

及相關圖片，運用

《氣溫的變化與地

面 熱 量 收 支 》 圖

表，分析日最高氣

溫和日最低氣溫落

後於太陽輻射的原

理。 

11 分鐘 演示課件 

四、 氣溫

的 日 變 化

和年變化 
講解氣溫的年變化

及相關圖片，運用

同樣原理，解釋全

球最高溫月和最低

溫月落後於太陽輻

射的原理。 

4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世界七月等

溫線圖》和《世界

一月等溫線圖》來

分析世界等溫線分

布特徵。 

14 分鐘 演示課件 

五、 氣溫

的 水 平 分

佈 

運用《世界七月等

溫線圖》和《世界

一月等溫線圖》來

分析世界熱極和冷

極分布位置。 

3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第二節及佈置

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氣溫的日變化規律。 

2. 氣溫年變化規律。 

3. 氣溫的水平分佈規律。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觀察

他們做課堂練習的情況，看

學生是否掌握太陽輻射日

變化曲線、地面輻射日變化

曲線和氣溫日變化曲線三

者間的因果關 

係，以及等溫線的凸出方

向。另外，學生在各項探究

活動中是否表現出下列情

感與態度：興趣、好奇心、

探索欲、投入程度、合作態

度、意志毅力、創新精神

等。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同學

們能積極回答問題，課堂氣

氛活躍。雖然太陽輻射日變

化曲線、地面輻射日變化曲

線和氣溫日變化曲線三者

間的因果關係不是所有同

學都做得對，而有個別同學

對辨別等溫線的凸出方向

的方法還是不明白，但是經

過教師講解及課後個別輔

導，基本上問題都已經解決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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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時 

 

【複習提問】  大氣的主要成分及其作用；大氣的

垂直分層結構，各層的主要特徵及其與人類的關係。 

【設問導入】  我們知道，對流層氣溫隨高度的增

加而遞減，對流層中雲、雨、雪等天氣現象複雜多變，

這是為什麼呢？ 

【教師引導】  大氣中發生的一切現象和過程，都

與太陽能及其轉化有關，我們今天就來學習有關這方面的知識。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大氣熱狀況視訊短片 

【板書】    第二節  大氣的熱狀況 

               一、 太陽輻射是地球上的能量來源 

               1. 太陽輻射 

【投影】  太陽、太陽輻射和太陽常數圖 

【講解】  太陽輻射能是地球表面各種能量最主要

的來源，其變化是產生各種天氣現象的根本原因，太陽

輻射中僅有極微小的部分到達地球。一分鐘內地球得到

太陽的熱能，相當於燃燒 4 億噸煤所產生的能量。從地

球內部傳到每平方厘米的地面上的熱量，僅為來自太陽輻射能的萬分之一。所

以，太陽輻射是地球上的主要能量來源。 

【提問】  那麼，什麼是太陽輻射呢？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太陽輻射視訊短片 

【板書】  （1）概念 

【學生回答】  太陽源源不斷地以電磁波的形

式向宇宙空間放射能量，稱為太陽輻射。 

【講解】  在日地平均距離條件下，在地球大

氣上界，垂直於太陽光線的 1 平方厘米面積上，1

分鐘內接受到的太陽輻射能量，稱為太陽常數，它

是用來表達太陽輻射能量的一個物理量。 

【投影】  太陽輻射光譜示意圖 

【講解】   自然界中的一切物體都以電磁波的形

式不停地向外傳遞能量，這種傳遞能量的方式稱為

輻射。以輻射的方式向四周輸送的能量稱輻射能。

輻射能的不同，在於電磁波的波長不同。太陽輻射

光譜就是太陽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其規律是從宇宙射線到無線電波，波長逐漸

增長。如圖所示，從左至右，波長由短到長。 

【提問】   太陽輻射的波長範圍，能量分佈狀況如何？ 

太陽 

太陽輻射和太陽常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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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圖】   請同學們閱讀課本第 43 頁的“太陽輻射

能隨波長的分佈圖＂，回答問題。 

【投影】   太陽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指圖講解】  太陽輻射的波長範圍是 0.15～4 微米，

劃分為三部分： 

 0.15～0.4 微米  紫外區 

0.4～0.76 微米  可見光區 

0.76～4.0 微米  紅外區 

太陽輻射能主要集中在波長較短的可見光部分，可

見光區差不多占太陽輻射總能量的一半。因此，人們把太陽輻射稱為短波輻射。 

【板書】  （2）波長範圍：0.15～4.0 微米 

            （3）能量 

【提問】   為什麼太陽輻射的能量集

中在波長較短的可見光部分呢？ 

【講解】   這與太陽本身的溫度有

關。由實驗得知，物體溫度愈高，它的

輻射中最強部分的波長愈短；物體的溫

度愈低，輻射中最強的部分波長愈長。

太陽表面溫度高達 6000K，因此它的輻

射能主要集中在波長較短的可見光部

分。 

【投影】   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

波長的分佈圖 

【講解】   同理，由於地球表面平均溫度約 300K，對流層大氣平均溫度約

250K，所以地面和大氣的輻射波

長主要集中在 3～120 微米的波

長範圍，都是人眼不能直接看到

的紅外輻射。習慣上把它們稱為

長波輻射。 

【板書】   2. 太陽輻射強度 

            （1）概念 

 

【講解】   太陽輻射強度就是 1 平方厘米的表面上，

在 1 分鐘內獲得的太陽輻射能量。單位是：焦／厘米 2·分。 

【投影】  太陽高度角與太陽輻射強度的關係圖 

【提問】  請同學們仔細觀察，當太陽直射和斜射時，

受熱面大小有何不同？太陽輻射強度有何變化？ 

太陽輻射光譜示意圖

太陽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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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  當太陽直射時，受熱面較小，光熱集中，地表單位面積上獲

得的太陽輻射較多，太陽輻射強度較大；當太陽斜射時，受熱面變大，光熱分散，

太陽輻射強度較小。 

【提問】  影響太陽輻射強度最主要的因素是什麼呢？ 

【學生回答】  太陽高度角。太陽高度角愈大，太陽輻射強度愈大；反之，

太陽高度角愈小，太陽輻射強度就愈小。 

【板書】  （2）主要影響因素——太陽高度角 

【提問】   

（1）太陽輻射強度在一日之中、一年之中有何變化？ 

（2）太陽輻射強度在赤道、中緯和極地有什麼不同？ 

（3）我國的日光城不在海南島，而在拉薩，為什麼？ 

【學生回答】 

（1）在一日當中，正午的太陽輻射強度最強，早晚較小，夜間為 0。在一年

之中，中高緯地區夏季的太陽輻射強度最大，冬季最小；赤道地區春秋分時太陽

輻射強度最大。 

（2）由於赤道、中緯、極地的太陽高度角不同，所以三地區的太陽輻射強度

也不同。赤道地區每年有兩次直射機會，太陽高度角大，所以太陽輻射強度也大；

極地的太陽高度角小，並有極夜現象，因此太陽輻射強度很小。中緯地區的太陽

輻射強度介於赤道和極地之間。 

（3）太陽輻射強度不僅與太陽高度角有關，還與雲量、大氣透明度等因素有

關。 

【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了有關太陽輻射的基礎知識。通過學習，我們知

道了太陽輻射是地球上的能量來源，也知道了太陽輻射的波長組成和能量分佈。

我們還瞭解到太陽輻射強度的大小與太陽高度角密切相關，太陽高度角愈大，太

陽輻射強度就愈大。由於太陽高度角隨季節隨緯度而變化，因此太陽輻射強度也

有相應的變化。太陽高度角在緯度帶之間的差異是形成熱帶、溫帶和寒帶最基本

的原因。 

【課堂總結，佈置作業】課本第 52 頁 “問題和練習＂：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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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導入新課】  我們知道，月球的晝夜溫度差別很大，白天在陽光直射的地

方，溫度可達 127℃，夜晚則降到－183℃，這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類無法想像的。

而地球的晝夜溫差要小得多，這是為什麼呢？這是因為地球上有厚厚的大氣層，

大氣為保護我們人類、為我們創造適宜的生存條件做出了巨大的貢獻。 

【板書】   二、大氣對太陽輻射的削弱作用 

【提問】   大氣對太陽輻射有哪些方面的削弱作用呢？ 

【指導學生看書】  指導學生閱讀課本第 44 ～ 46 頁，有關“大氣對太陽輻

射的削弱作用＂部份的內容。 

    學生快速閱讀。 

【學生回答】  學生看完書後回答：大氣對太陽輻射主要有三方面的削弱作

用，即吸收、反射和散射。 

【板書】   1. 吸收作用 

【提問】   大氣的吸收作用有什麼特點？ 

【學生回答】  大氣對太陽輻射的吸收具有選擇性。平流層大氣中的臭氧，

強烈地吸收太陽輻射中波長較短的紫外線；對流層大氣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等，

主要吸收太陽輻射中波長較長的紅外線。大氣對太陽輻射中能量最強的可見光卻

吸收得很少。 

【補充講解】   大氣的吸收作用有很明顯的

選擇性。大氣中的主要成分氮，幾乎不吸收太

陽輻射，而氧僅能吸收小於 0.2 微米的紫外線；

含量很少的臭氧主要吸收波長 0.2～0.32 微米的

紫外線；水汽和二氧化碳含量也很少，主要吸

收大於 2 微米的紅外線。所以，大氣主要憑藉

臭氧、水汽和二氧化碳，選擇性吸收一部分太

陽輻射的紫外光和紅外光部分，而對太陽輻射強度最大的可見光部分則讓它大部

分透過。因此，大氣直接吸收太陽輻射能量是很少的。 

【板書】   2. 反射作用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雲層的反射作用視訊短片 

【提問】   反射作用有什麼特點？ 

【學生回答】  大氣的反射作用無選擇性。大氣中的雲層和塵埃，具有反光

鏡的作用，把投射其上的太陽輻射的一部分，又反射回宇宙空間。雲層愈厚，雲

量愈多，反射愈強。 

【提問】   為什麼夏季天空多雲時，白天的氣溫

不會太高？ 

【學生回答】  雲層的反射作用，使到達地表的

太陽輻射減少，因而氣溫不會太高。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32

【板書】   3. 散射作用 

 

【投影】  大氣對太陽輻射的散射圖 

【講解】   當太陽輻射遇到空氣分子或微塵

時，便以這些質點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射，它可

以改變太陽輻射的方向，使一部分太陽輻射不能

到達地面。 

【提問】   散射作用有什麼特點？ 

【學生回答】  散射作用有選擇性。散射的強

弱，視波長不同而不同。藍色光波長較短，散射強，波長較長的紅光，散射最弱。 

【提問】   為什麼晴朗的天空正午呈藍色，早晚呈紅色？ 

【學生回答後，教師歸納】   正午太陽高度角

較大，陽光穿過大氣到達地面的路程較短，僅藍色

光被散射，因而天空呈蔚藍色。早晚陽光斜射，經

歷大氣的路程較長，波長較短的各色光皆被散射，

剩下的紅光投射到地面，地平線附近的天空便呈紅

色霞光。 

【讀圖】   請同學們閱讀課本第 45 頁“到達地

面的太陽輻射圖＂。 

【投影】  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圖、地面對太

陽輻射的反射圖 

【提問】   太陽輻射被大氣削弱後，有多少能

夠到達地面呢？ 

【學生回答】  從圖上看出，太陽輻射經過大

氣層到達地面的過程中，被大氣吸收 19％，被大氣

和地面反射、散射 34％，只剩下 47％到達地面，被地面所吸收。 

【提問】   太陽高度角與太陽輻射之間存在什麼關係呢？ 

【投影】  太陽高度與太陽輻射經過大氣路程長短的關係圖 

【學生回答】  從圖上看出，太陽高度角愈大，太陽輻射經過大氣的路程愈

短，被大氣削弱的愈少，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就愈多；反之愈少。 

【講解】   經大氣削弱後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僅相當於大氣上界的 47％，但

地球上不同緯度又有明顯差別。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太陽高度角。太陽高度角不

同時，地表單位面積上所獲得的太陽輻射也就不同。這又有兩方面的原因：①太

陽高度角愈小，等量的太陽輻射散佈的面積就愈大，因而地表面單位面積上所獲

得的太陽輻射就愈小。②太陽高度角愈小，太陽輻射穿過的大氣層愈厚，被大氣

的反射、散射和吸收作用削弱的就愈多，因而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就愈小。總之，

太陽高度與太陽輻射面積呈反比，與太陽輻射經過的大氣路程呈反比，與到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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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太陽輻射呈正比。這是太陽輻射有顯著的年變化、日變化和隨緯度變化的原

因之一。 

【提問】   為什麼在白天，地球的溫度遠遠比月球的溫度要低呢？ 

【學生回答】  地球上的大氣能大大地削弱太陽輻射，使一半左右的太陽輻

射不能到達地表，因此地球白天的溫度不會太高。而月球上沒有大氣，不能削弱

太陽輻射，太陽光長驅直入，溫度可高達 100℃以上。 

【提問】   為什麼在夜晚，月球的溫度低至－100

℃以下，而地球的溫度卻要高得多呢？ 

【轉承】   這同樣要歸功於大氣。因為地球上的大

氣具有保溫作用。 

【板書】   三、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講解】   要弄清大氣為什麼具有保溫作用，得先瞭解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 

【板書】   1. 地面輻射 

【投影】  地面輻射示意圖 

【講解】   在前面的學習中，我

們已經知道，當太陽輻射穿過厚厚的

大氣層到達地表的過程中，被大氣削

弱後，被地面吸收的太陽輻射約占 47

％。地面吸收太陽輻射增溫，同時把

熱量向外輻射，這就是地面輻射。 

【提問】  為什麼人們把地面輻射叫做長波輻射？ 

【投影】   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學生回答】  由於地球表面的溫度比太

陽低得多，因此地面輻射的波長比太陽輻射要

長得多，其能量主要集中在紅外線部分。相對

於太陽輻射來說，人們把地面輻射叫做長波輻

射。 

【讀圖】   請同學們閱讀課本第 47 頁“玻

璃溫室＂圖，觀察圖中箭頭的粗細和方向，說

明玻璃溫室的保溫作用。 

【投影】   玻璃溫室示意圖 

【學生回答後，教師歸納】   地球大氣也

具有溫室一樣的保溫作用。大氣中的水汽和二

氧化碳，對太陽短波輻射吸收能力很弱，僅吸

收 19％；但對地面長波輻射的吸收能力很強，

地面輻射的 75％～95％都被貼近地面的大氣

吸收。大氣的這種特性使太陽短波輻射能透射

到地表，使地面溫度增高；地面放出的長波輻

 
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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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卻很少能透過大氣射向宇宙空間，從而把熱量保存在大氣中，起到了保溫作用。 

【提問】   什麼是大氣的直接熱源？ 

【投影】  太陽輻射使地面增溫圖、地面輻射使大氣增溫圖 

【指圖講解】   閱讀課本第 46 頁“太陽輻射使地面增溫圖＂和“地面輻射使

大氣增溫圖＂可知，太陽輻射加熱地面，使地面溫度增高，放出地面長波輻射；

地面輻射加熱大氣，又使大氣增溫。因此，地面是大氣的直接熱源。 

【板書】   2. 大氣輻射 

【講解】   大氣吸收地面輻射和少量太陽輻射而增溫的同時，也向外輻射能

量，這就是大氣輻射。大氣的溫度比地面還低，所以大氣輻射也是紅外線長波輻

射。 

【提問】   大氣輻射的方向和地面輻射的方向有何不同？什麼叫大氣逆輻

射？ 

【投影】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圖、大氣的保溫效應圖 

【學生回答】  地面輻射的方向是由地面向上，而大氣輻射的方向有兩個：

一部分向上射向宇宙空間，大部分向下射到地面。射向地面的大氣輻射，方向剛

好與地面輻射相反，稱為大氣逆輻射。大氣逆輻射在一定程度上補償了地面輻射

損失的熱量，對地面起保溫作用。 

【提問】   為什麼有濃雲的夜晚不易凝結霜和露？ 

【學生回答】  有濃雲的夜晚，大氣逆輻射增強，氣溫較高，大氣能容納較

多的水汽，所以不易凝結霜和露。 

【轉折過渡】   學完了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同學們能否告訴我，大氣為什

麼對地面具有保溫作用呢？ 

【板書】   3.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投影】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圖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Flash 動畫 

【提問】   請同學指圖說出三組箭頭的含義，

分析大氣為何具有保溫作用。 

【指圖講解】   三組箭頭分別代表太陽輻射、

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第一組箭頭表明：太陽輻射

進入大氣層到達地表時，僅小部分被大氣吸收，大

部分被地面吸收，可總結為“太陽暖大地＂；第三

組箭頭表明：地面輻射絕大部分被大氣吸收，僅很小部分射向宇宙空間，可總結

為“大地暖大氣＂；第二組箭頭表明：大氣輻射有一部分射向宇宙空間，大部分

射向地面，以大氣逆輻射的形式補償地面熱量的損失，可總結為“大氣還大地＂。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體現在以下兩方面： 

（1）大氣吸收地面輻射，將能量貯存於大氣中，不致使地面輻射的熱量散失； 

（2）大氣輻射的大部分能量又射向地面，補償了地面輻射的部分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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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我們已經學習了三種輻射——太陽輻射、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請

同學們據投影所示表格進行比較。 

【投影】  填表分析，比較三種輻射的特徵及作用 

 

三種輻射的特徵及作用比較表 

 

 

 

 

 

 

 

 

 

 

 

 

 

 

    學生做完圖後，教師展示自己歸納的圖表。 

【投影】  教師自己歸納的圖表 

 

三種輻射的特徵及作用比較表 

 

 

 

 

 

 

 

 

 

 

 

 

 

 

【課堂總結，佈置作業】課本第 52 頁 “問題和練習＂：第 2、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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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復習提問】   為什麼地球表面的氣溫變化不像月球那樣強烈？ 

【學生回答】  地球表面有大氣層保護，大氣通過吸收、反射和散射對太陽

輻射有削弱作用，使白天氣溫不會升得太高；晚上，大氣逆輻射能補償一部分地

面輻射虧損的熱量，使氣溫不會下降太低，因而氣溫晝夜變化較和緩。月球表面

沒有大氣層保護，所以白天在陽光照射下強烈增溫，溫度可達 127℃，而晚上迅

速降溫，達－183℃，晝夜溫差很大。 

【引入新課】   通過前兩節課的學習，我們知

道了太陽輻射、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三種輻射的作

用及其相互關係，懂得了“太陽暖大地，大地暖大

氣＂的熱量傳遞過程。地面一方面收入熱能（太陽

輻射和大氣輻射），另一方面也支出熱能（地面輻

射）。就整個地球多年平均狀況而言，熱量收支平衡，因此全球的平均氣溫比較

穩定。本節課我們學習氣溫的日變化、年變化以及水平分佈規律。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氣溫視訊短片 

【板書】   四、氣溫的日變化和年變化 

【講解】   我們通常所說的氣溫是指與人類關

係最為密切的近地面層空氣的溫度。氣象上都以距

地面 1.5 米高度的百葉箱內的溫度為標準。氣溫的

高低首先決定於熱量的收支狀況。熱量的收入大於

支出，氣溫就上升，否則就下降。 

【板書】   1. 氣溫的日變化 

【提問】   一天當中，氣溫的最高值、最低值各出現在什麼時候？為什麼？ 

【投影】   上海七月份氣溫日變化平均情況與地面熱量收支示意圖 

【指圖講解】   圖中有三條曲線，分別代表氣

溫、太陽短波輻射和地面長波輻射。從氣溫曲線上

可看出，一天中的最高氣溫在午後 2 點左右。有的

同學可能會問：一天當中，正午 12 點時太陽高度

角最大，太陽輻射強度最強，但最高氣溫為什麼不

出現在正午，卻出現在午後 2 點左右呢？ 

【學生思考、討論後，教師繼續指圖講解】   大

氣的直接熱源是地面，而地面溫度的高低又取決於地面熱量的收支差額。圖中所

示的太陽輻射是地面熱量的收入項，地面輻射是地面熱量的支出項，這兩條曲線

的變化情況反映了地面熱量的收支狀況。 

（1）日出後，太陽輻射不斷增強，地面獲得的熱量不斷增多，地面溫度不斷

升高，地面輻射不斷增強。從圖上看出，雖然太陽輻射和地面輻射都在增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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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輻射量大於地面輻射量，即地面熱量收入大於支出，熱量盈餘，地面溫度升

高，氣溫也隨之上升。 

（2）正午，太陽輻射最強，地面熱量仍然收入大於支出，儲存的熱量增多，

但氣溫還沒達到最高。 

（3）正午以後，太陽輻射雖已開始減弱，但地面獲得太陽輻射的能量仍比地

面輻射失去的熱量多，即收大於支，地面溫度繼續升高，氣溫也隨著上升。 

（4）午後 1 點左右，隨著太陽輻射進一步減弱，地面獲得太陽輻射的熱量開

始少於地面輻射失去的熱量，即收小於支，地面熱量虧損，地面溫度開始下降。

地面溫度最高值就出現在地面熱量由盈餘轉虧損的時刻。此時氣溫仍未達最高

值。 

（5）由於地面通過輻射、對流、湍流等方式將熱量傳給大氣，還需要一定時

間，所以氣溫最高值落後於地面溫度最高值，出現在午後 2 點左右。 

（6）隨後，太陽輻射繼續減弱，地面熱量繼續虧損，地面溫度不斷降低，地

面輻射不斷減弱，氣溫隨之不斷下降。至日出前後，氣溫達最低值。 

【板書】   2. 氣溫的年變化 

【提問】   北半球太陽輻射最強、最弱的月份是幾月？氣溫最高值、最低值

又是幾月？ 

【學生回答】  北半球太陽輻射最強、最弱的月份分別是 6 月和 12 月。但由

於地面儲存熱量的緣故，氣溫最高值、最低值均落後一兩個月。北半球大陸氣溫

最高值出現在 7 月，最低值出現在 1 月；海洋氣溫最高值出現在 8 月，最低值出

現在 2 月。南半球反之。 

【提問】   為什麼海洋上氣溫最高值、最低值均落後於陸地？學生回答：這

是因為海洋熱容量大，受熱和放熱都比陸地慢的緣故。 

【轉承】   氣溫在時間上有日變化和年變化規律，在空間上又會有什麼規律

呢？ 

【板書】   五、氣溫的水平分佈 

【投影】  1 月、7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 

【讀圖】   請同學們仔細觀察這兩幅等溫線分佈圖，分析氣溫在水平分佈上

有哪些規律。 

【指圖講解】   觀察每條等溫線的數值和變化方向，可以看出：在南北半球

上，無論 7 月或 1 月，氣溫都是從低緯向兩極遞減。這是因為低緯度地區，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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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角大，太陽輻射強度強，獲得熱量多，氣溫就高；高緯度地區，太陽高度角

小，獲得太陽輻射能少，氣溫就低。 

【提問】   從圖上看，等溫線並不完全與緯線平行，為什麼？ 

【學生回答】  因為氣溫的分佈，不僅受太陽輻射的影響，還與大氣運動、

地面狀況、洋流等因素密切相關。 

【板書】   1. 氣溫從低緯向兩極遞減 

【讀圖】   請同學們觀察，南半球與北半球等溫線有何不同？為什麼？ 

【學生回答】  南半球的等溫線比北半球的平直。因為南半球海面遼闊，物

理性質較均一。 

【板書】   2. 南半球等溫線比北半球平直 

【讀圖】   請同學們重點觀察北半球等溫線的彎曲特點，先分析 1 月份大陸

上的等溫線與海洋上的等溫線凸出方向。 

【學生回答】  北半球，1 月份大陸等溫線向南（低緯）凸出，海洋上則向

北（高緯）凸出。 

【邊講邊畫北半球 1 月份大陸、海洋等溫線板圖】 

 

 

 

 

【提問】   從 1 月等溫線的彎曲特點來看，北半球同緯度上，大陸與海洋的

氣溫有何不同？學生回答：1 月份，北半球同一緯度上，大陸氣溫比海洋低。 

【讀圖】   同理，請同學們分析 7 月份北半球等溫線的彎曲特點。 

【學生回答】  北半球，7 月份大陸等溫線向北（高緯）凸，海洋上則向南

（低緯）凸出。 

【邊講邊畫北半球 7 月份大陸、海洋等溫線板圖】 

 

 

 

 

【指圖講解】   7 月份，北半球同一緯度上，大陸氣溫比海洋高。綜合 1 月

和 7 月的氣溫分佈特點，可知：同一緯度上，冬季大陸比海洋冷，夏季大陸比海

洋熱。 

【板書】   3. 大陸氣溫冬冷夏熱 

【讀圖】   請同學們找出 7 月份世界上最熱的地方。 

【學生回答】  7 月份世界上最熱的地方（＞30℃）出現在北緯 20°～30°的沙

漠地帶，撒哈拉沙漠是全球的炎熱中心。 

【提問】   為什麼地球上最熱的地方不在赤道？ 

【學生討論後，教師歸納】  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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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道地區雖每年有兩次直射機會，太陽高度角大，但因常年受赤道低氣

壓控制，多上升氣流，終年多雨，雲量大，對太陽輻射反射強，削弱了到達地面

的太陽輻射量。 

（2）北緯 20°～30°附近，終年受到副熱帶高氣壓下沉氣流影響，氣候乾燥，

晴天多；加之 7 月太陽直射點北移至北緯 20°附近，因而處在北回歸線附近的撒

哈拉沙漠成為炎熱中心。 

【讀圖】  請同學們找出 1 月份北半球的寒冷中心。 

【學生回答】  1 月份，西伯利亞成為北半球的寒冷中心。 

【提問】   全球的寒冷中心在什麼地方？ 

【講解】   世界上極端最低氣溫出現在冰雪覆蓋的南極洲上，絕對最低氣溫

在－88℃以下。南極洲之所以成為全球的寒冷中心，是因為三“高＂：即緯度高、

海拔高、冰雪反射率高。 

【板書】   4. 世界熱極在撒哈拉沙漠 

世界冷極在南極洲大陸 

【小結】   本節“大氣的熱狀況＂主要講述了三種輻射（太陽輻射、地面輻

射、大氣輻射）、兩種作用（大氣的削弱作用、保溫作用）、兩個規律（氣溫的

日變化和年變化規律、氣溫水平分佈規律）。通過學習，我們知道了：大氣的直

接熱源是地面輻射，根本熱源是太陽輻射；大氣通過削弱作用和保溫作用使地球

氣溫變化較月球和緩；氣溫有時空變化規律，氣溫在不同緯度間的差異和同一緯

度上海陸溫度的差異，是造成大氣運動的根本原因。 

【講解】   地理知識之間存在著一定的聯繫。我們在學習地理知識的過程中，

需要理清思路，掌握知識間的聯繫，這樣才能加深對知識的理解，並靈活運用。

把知識之間的聯繫用方框圖來表示，是我們常常用到的一種方法。 

    分析地理知識之間的聯繫，必須在理解知識內容的基礎上，瞭解各部分知識

的地位和作用，思考它們之間存在的關係，然後列出相應的聯繫式。 

【總結全課，佈置作業】  (1) 課本第 53 頁 “問

題和練習＂：第 4 和 5 題；(2) 請你結合學過的有關地

理知識，分析一下“大氣熱力作用＂中有關知識的聯

繫，並用方框圖來表示，請將方框圖畫在工作紙背面

空白處。(3) 分組按時到三樓平台進行氣溫測量，並利

用亙聯網從澳門地球澳門地球物理暨氣象局網頁下載

觀測資料，計算去年各月的平均氣溫，最後用折線圖

表示出來。 

【佈置活動】  大家回去以後，請參考課件中的指

示，在家中動手做一做以下一個有關熱對流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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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板書設計 

 

第二節 大氣的熱狀況 

 

一、太陽輻射是地球上的能量來源 

1. 太陽輻射 

（1）概念 

（2）波長範圍 

（3）能量 

 

2. 太陽輻射強度  

（1）概念 

（2）主要影響因素——太陽高度角 

 

二、大氣對太陽輻射的削弱作用 

（1）吸收作用 

（2）反射作用 

（3）散射作用 

 

三、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1. 地面輻射 

2. 大氣輻射 

3.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四、氣溫的日變化和年變化 

1. 氣溫的日變化 

2. 氣溫的年變化 

 

五、氣溫的水平分佈 

1. 氣溫從低緯向兩極遞減 

2. 南半球等溫線比北半球平直 

3. 大陸氣溫冬冷夏熱 

4. 世界熱極在撒哈拉沙漠 

世界冷極在南極洲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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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試教評估及反思與建議： 

 

單

元 
教學目標 

評量標準 / 

內容 

評量方式 / 

方法 
教學成效得失 改進建議 

第

二

節 

 

  

大

氣

的

熱

狀

況 

1. 使學生瞭解太陽輻射是

地球上最主要的能量源

泉、大氣對太陽輻射有削弱

作用、大氣對地面起保溫作

用、氣溫的時空變化規律等

基本知識； 

2. 讓學生學會閱讀氣溫日

變化示意圖、1 月和 7 月的

世界等溫線分佈圖，說明氣

溫的日變化規律和氣溫水

平分佈規律，培養學生的讀

圖、分析圖表能力； 

3. 讓學生認識到大氣中的

各種現象都與太陽能及其

轉化密切相關，懂得能量轉

化、物質不滅的唯物觀點； 

4. 通過課後實習活動懂得

使用測定氣溫的各種溫度

計和掌握各類氣溫數據的

計算； 

5. 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培養
嚴謹的科學態度； 
6.  通過視訊短片、Flash 動
畫等多種媒體組合教學，培
養學生一定的觀察、分析能
力及形象思維能力。 

教 學 是

否 達 到 教 學

目標，並為此

而 設 計 問 題

及課堂練習。

通過觀

察、提問、

課堂練習來

進行教學成

果評量。 

與傳統教學
設計相比，本教
學設計採用多媒
體教學軟件的方
式制作。以 flash
動 畫 、 視 訊 短
片、文字及圖片
等 多 方 面 的 形
式，來介紹大氣
的熱狀況。把複
雜的知識，化繁
為簡，既生動又
直觀，在試教過
程中，同學們的
反應都比較好。
能達至增大課堂
信息量，強化師
生互動，加強情
感教育的說服力
等目的。本教學
設計中眾多 flash
動畫、視訊短片
及圖片，能吸引
住 同 學 們 的 注
意，使同學們不
會因為覺得課堂
缺乏趣味性而分
心；同時，同學
們在課堂上亦能
比較積極配合老
師，老師能按照
教學計劃完成工
作，同學們能按
照老師的安排完
成學習任務。 

在以往的測
驗及考試中發現
有相當部份同學
的理解力較差，
尤其是許多同學
對辨別等溫線的
凸出方向的方法
未能完全掌握，
不能作出準確的
回答。 

原因是在於
課本 1 月份和 7
月份的世界等溫
線分佈圖採用單
色圖，等溫線的
走向多處與圖例
中的線條、大陸
輪廓線、緯線等
交織、重疊在一
起，學生讀出來
很困難。為能使
學生一目了然地
看出圖中等溫線
彎曲特點，我對
兩幅插圖進行了
簡化，並在試教
中在白板上畫出
簡化後的圖像，
再配合課後安排
同學們做相關的
練習，到考試時
有大部份同學的
問題已獲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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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氣的運動 

一. 教學目標 

1. 學生要會敍述熱力環流的形成過程，理解地表冷熱不均引起的大氣運動，理

解水平氣壓梯度力是風形成的原動力和直接原因。 

2. 學生要會運用簡單的等壓線分佈圖，分析、判斷風向。 

3. 使學生瞭解氣壓的基本類型及氣壓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4. 使學生理解氣旋與反氣旋的形成過程、氣流運動的特點，掌握氣旋、反氣旋

氣流運動的規律性。 

5. 使學生掌握氣旋和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為學生正確認識天氣現象的形

成打好基礎。 

6. 通過研究氣旋和反氣旋的形成過程，使學生初步具備研究問題的方法與步

驟。 

7. 使學生瞭解大氣環流形成過程，理解氣壓帶、風帶的形成及分佈規律。 

8. 使學生明確全球大氣是一個整體，大氣環流在物質和能量輸送中發揮著巨大

的作用。 

9. 使學生瞭解海陸分佈對大氣環流的影響及季風環流的形成。 

10. 培養學生閱讀海平面氣壓分佈圖、分析季風的形成等能力。 

11. 培養學生正確認識地理事物的變化規律與地理事物特殊性的關係。 

12. 培養學生勇於探索、不怕困難的心理品質，對學生進行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教

育。 

13. 通過多種媒體組合教學，使學生的觀察力、推理和空間想像能力得到發展。 

 

二. 教學重點 

1. 冷熱不均引起的大氣運動。 

2. 氣旋與反氣旋的形成過程。 

3. 氣旋和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 

4. 地面天氣圖的識別。 

5. 氣壓帶與風帶的分佈。 

6. 大氣環流的作用。 

7. 東亞季風和南亞季風的成因和特點。 

 

三. 教學難點 

1. 大氣的水平運動。 

2. 氣旋和反氣旋的形成過程。 

3. 大氣環流的形成過程。 

4. 在世界海平面等壓線圖上，正確找出 1 月和 7 月高低氣壓中心。 

5. 運用東亞、南亞季風環流圖，理解季風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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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方法 

讀圖分析法、對比討論法、啟發式談話法，講授法、多媒體綜合教學法。 

 

五. 教學媒體 

冷熱不均引起的熱力環流圖、水平氣壓梯度力圖、在氣壓梯度力和地轉偏向

力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風（北半球）圖、近地面大氣中的風向、大氣的水平運動-

風的形成圖、海平面等壓線分佈圖、低氣壓圖、北半球低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

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圖、2006 年 11 月 21 日 14 時地面天氣圖、龍捲風圖、北

半球高氣壓場圖、北半球高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

圖、2006 年 12 月 17 日 20 時地面天氣圖、氣旋、反氣旋的形成及其天氣圖、熱

帶氣旋中心途徑記錄圖、熱帶氣旋信號圖、單圈環流圖、全球風帶和大氣環流圖、

各緯度上輻射差額溫度與實際溫度的比較表、全球海平面平均氣溫隨緯度的分佈

圖、亞洲季風圖、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 Flash 動畫、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大

氣環流 Flash 動畫、地球上的大氣緒言視訊短片、大氣垂直分層視訊短片、大氣

層視訊短片、大氣圈的結構視訊短片、大氣熱狀況視訊短片、太陽輻射視訊短片、

雲層的反射作用視訊短片、氣溫視訊短片、大氣的運動視訊短片、“天氣報告 – 

低壓槽將至＂視訊短片、“天氣報告 – 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視訊短片、行星

風系視訊短片、地球儀、溫度計、大氣環流演示模型、投影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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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教學過程 

共四課時 

第一課時 

教學程

序/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

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及引入

新課 
2 分鐘  

播放大氣的運動視訊短片 5 分鐘 演示課件 
從氣體分子的密度和分子

運動速度來解釋氣壓的概

念，並從上述觀點來解釋影

響氣壓的因素。 

3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熱力環流的形成過程

及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

畫 
8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

的運動 Flash 動

畫 

第三節 

大 氣 的

運動 

 

一.冷熱

不 均 引

起 的 大

氣運動 誤區講解 3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水平氣壓梯度力、練習

1，運用《水平氣壓梯度力》

示意圖及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說明下列問題：

什麼是水平氣壓梯度?什麼

是水平氣壓梯度力?風向和

風力與梯度力的關係。 

6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

的運動 Flash 動

畫 

講解地轉偏向力、練習 2
“風的形成＂ 及演示大氣

的運動 Flash 動畫 
5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

的運動 Flash 動

畫 

講解在氣壓梯度力和地轉

偏向力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風及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4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

的運動 Flash 動

畫 

二.大氣

的 水 平

運動 -- 

風 

近地面大氣中的風向及演

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2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

的運動 Flash 動

畫 

 提問、總結及佈置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冷熱不均引起的

大氣運動。 

2. 培養學生分析問

題的能力。 

 

成果評量：通過提問

學生及課堂練習，看

學生是否掌握熱力環

流的形成過程和風向

與受力分析。 

 

學生表現：表現一

般。經過用動畫及利

用相關圖片重點講解

熱力環流的形成過

程，以及作誤區講解

後，問題基本解決。

以小組合作學習方法

來學習，同學們的學

習效率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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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程

序/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時

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

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

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及引

入新課 
2 分鐘  

展示等壓線圖，練習識別

下列內容：低氣壓、高氣

壓、低壓槽、高壓脊、槽

線、脊槽。 

4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北半球氣旋示意

圖》確立下列概念： 
低氣壓、氣旋、氣流旋轉

方向、過境時天氣狀況。

11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畫氣旋的三個步驟 3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颱風視訊短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天氣報告 – 低

壓槽將至＂視訊短片 
2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北半球反氣旋示意

圖》確立下列概念： 
高氣壓、反氣旋、氣流旋

轉方向、過境時天氣狀

況。 

11 分鐘 演示課件 

三、 氣

旋 與 反

氣 旋 

播放“天氣報告 – 反

氣旋控制下的天氣＂視

訊短片 
2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及佈置作業：熟記澳

門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氣旋與反氣旋的

形成過程。 

2. 氣旋和反氣旋控

制下的天氣狀況。 

3. 地面天氣圖的識

別。 

4. 培養學生分析問

題的能力。 

 

成果評量：通過提

問學生及課堂練

習，看學生是否掌

握有關內容。 

 

學生表現：表現良

好。同學們能積極

回答問題，課堂氣

氛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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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活動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運

用) 

教學要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

及引入新課 
2 分鐘  

講解單圈環流及相

關圖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大氣環流演示

模型和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來分析三

圈環流的形成。 

14 分

鐘 

大氣環流演示模

型和演示課件：大

氣環流 Flash 動畫

誤區講解 3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七個氣壓帶、

六個風帶及演示大

氣環流 Flash 動畫 
4 分鐘

演示課件：大氣環

流 Flash 動畫 

運用《各緯度上輻

射差額溫度與實際

溫度的比較表》、

《全球海平面平均

氣溫隨緯度的分佈

圖》和播放行星風

系視訊短片來說明

大氣環流的意義。 

8 分鐘 演示課件 

四、 大氣

環流 

運用大氣環流演示

模型和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來講解氣

壓帶風帶的季節移

動。 

4 分鐘

大氣環流演示模

型和演示課件：大

氣環流 Flash 動畫

 總結及佈置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氣壓帶與風帶的分

佈。 

2. 大氣環流的作用。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觀察他們做課堂練習

的情況，看學生是否掌

握三圈環流的形成、氣

壓帶與風帶的分佈、大

氣環流的作用。另外，

學生在各項探究活動

中是否表現出下列情

感與態度：興趣、好奇

心、探索欲、投入程

度、合作態度、意志毅

力、創新精神等。 

 

學生表現：表現一般。

經過用動畫及利用相

關圖片重點講解三圈

環流的形成過程的原

因，並重點指出示意圖

中圓面上及圓面外箭

頭的含義，以及作誤區

講解後，問題基本解

決。另外，在課後安排

同學製作大氣環流演

示模型後，學生更能真

正理解有關內容，學習

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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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教學程序

/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及引入

新課 
2 分鐘  

引導啟發學生循以下思維

線：水體和固體物質熱容量

的差別 -- 海洋和陸地增溫

或降溫快慢的差異 -- 造成

海洋和陸地 --冬、夏的氣壓

差 -- 形成不同季節風向的

交替。 

5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大氣環流Flash動畫、

《 1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

圖》和《 7月世界等溫線的

分佈圖》講解冬夏間海陸上

氣壓中心的季節變化。 

6 分鐘
演示課件：演示大氣環

流 Flash 動畫 

講解季風的概念及相關圖

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演示大氣環

流 Flash 動畫 

運用《亞洲1月的季風圖》、

《亞洲7月的季風圖》和大

氣環流Flash動畫講解東亞

季風和南亞季風，注意運用

地轉偏向力知識解釋季風

的風向，將亞洲季風系統與

南半球、澳洲北部的季風聯

系起來,構成全球季風區的

統一概念。 

12 分

鐘 
演示課件 

課堂練習 8 分鐘
演示課件：東亞季風和

南亞季風比較練習 

五、 海陸

分佈對大

氣環流的

影響 

檢查及講評表格答案，隨着

教師的講授，同學們檢查自

己是否做對 

2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第三節及佈置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東亞季風和南亞季

風的成因和特點。 

2. 培養學生分析問題

的能力。 

 

成果評量：通過提問

學生及課堂練習，看

學生是否掌握有關內

容。 

 

學生表現：表現良

好，能獨立完成課堂

練習並全對的同學約

佔 90%。同學們能積

極回答問題，課堂氣

氛活躍。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48

第一課時 

 

【提問】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了有關大氣熱

狀況的知識。地球表面熱量分佈的總體狀況如

何？為什麼？ 

    學生聯繫學過的知識思考、回答。 

【引入新課】  由於太陽輻射對各緯度加熱

的不均勻，造成地球表面熱量的差異，這是引

起大氣運動的根本原因，地表冷熱的不均勻是

如何造成大氣運動的呢？下面我們來研究這一問題。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大氣的運動視訊短片 

【板書】  第三節   大氣的運動 

一、 冷熱不均引起的大氣運動 

【講解】  我們先複習幾個重要的概念。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投影】  冷熱不均引起的熱力環流圖 

【講解】  假設地面上有 A、B、C 三地，

用三條線表示等壓面（參考本節教材中的“冷

熱不均引起的大氣運動圖＂），由下往上依次

是 1010，1005，1000（百帕）。冷熱均勻狀態，同一水平面氣壓相等，等壓面與

地面平行。 

【提問】  此時三地的大氣處於什麼狀態？ 

【學生回答】  A 地受熱，B、C 兩地遇冷，冷熱不均勻狀態，A 地大氣膨脹

上升，B、C 兩地大氣收縮下沉。 

【提問】  A、B、C 三地的近地面和高空的氣壓分別有什麼變化？等壓面有

什麼變化？此時，同一水平面上的氣壓還相等嗎？這種氣壓差異會帶來什麼結

果？ 

學生回答略。 

【講解】  在近地面，氣溫高的地區，空氣

受熱膨脹上升，近地面形成熱低壓；在氣溫低

的地區，空氣變冷收縮下沉，密度增大，氣壓

升高，形成冷高壓。在水平方向，近地面 A 地

為低壓，B 地和 C 地均為高壓；在高空同一水

平面上，A 地上空為高壓，B 地和 C 地上空均

屬低壓。在垂直方向，A 地為低壓，則上空為高壓；B 地和 C 地為高壓，則其上

空均為低壓。風從高壓區流向低壓區。上升氣流或由較低緯度流向較高緯度的氣

流一般多雲雨天氣，下沉氣流或由較高緯度流向較低緯度的氣流多晴朗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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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區講解】  熱力環流形成中的“高壓＂與

“低壓＂是針對同一水平面而言的。 

    氣壓的高低是指在同一高度上相比較而

言，在不同高度上不能比較氣壓的高低。在同一

氣柱內永遠是隨高度增加氣壓降低。在任一高度

上與其周圍同高度的氣壓值比較，決定是“高

壓＂還是“低壓＂。 

    引導學生歸納小結。 

【投影】小結熱力環流的形成過程 

地區間的冷熱不均→大氣垂直運動→同一水平面產生氣壓差→大氣水平運

動。（熱力環流） 

【啟發】從前面所學的內容我們知道，同一水

平面產生了氣壓差，就會產生大氣水平運動，而

大氣水平運動就是我們經常感受到的風。風產生

的原動力是什麼？風向又如何呢？ 

【板書】  二、 大氣的水平運動 -- 風 

【指導學生看書】  指導學生閱讀課本第 55 

～ 56 頁，有關“大氣的水平運動＂部份的內容。 

    學生快速閱讀。 

【提問】  是什麼力推動大氣由高壓區流向低壓區呢？這個力是怎樣產生

的？方向如何？ 

【學生回答】  在水平氣壓梯度力的作用

下，大氣由高氣壓向低氣壓流動並且垂直於等壓

線運動。 

【投影】  水平氣壓梯度力圖 

【講解】  因太陽輻射在地表分佈不均→地

表冷熱不均→氣壓分佈不均。同一水平面上單位距離間的氣壓差叫氣壓梯度；只

要有水平氣壓梯度就會產生水平氣壓梯度力。氣壓梯度愈大，氣壓梯度力愈大；

氣壓梯度力有大小，有方向（垂直於等壓線，由高壓指向低壓）。若只受氣壓梯

度力的影響，空氣沿水平氣壓梯度力的方向運動，即風向垂直於等壓線，由高壓

吹向低壓。 

【投影】  練習 1，請同學們繪出這兩幅等壓線圖中 A 點水平氣壓梯度力的

方向，並加以比較。（請同學們在筆記本上繪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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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啟發】  在水平氣壓梯度力作用下，風產生了。此時風向與氣壓梯度力方

向一致，但這只是一瞬間，因為在風產生的同時，另外一個力隨之而來，這是什

麼力？回憶力的方向如何？會給風帶來什麼影響？  

【投影】練習 2“風的形成＂ ，請同學們在筆記本上繪草圖。 

 

 

 

 

 

 

 

    學生回答略。 

    學生回答後，投影“風的形成＂狀態 A 和 B。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投影】  練習 2“風的形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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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在氣壓梯度力和地轉偏向力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風（北半球）圖 

 

【啟發】  有地轉偏向力加入後，風會不斷偏轉，什麼情況下風就不再偏轉

了呢？此時，風向如何？請同學們分組討論。 

學生回答略。 

學生回答後，投影“風的形成＂狀態 C。 

【投影】  練習 2“風的形成＂答案 

 

 

 

 

 

 

 

【講解】  在平直等壓線的氣壓場中，暫時靜止的空氣，因受氣壓梯度力的

作用，由高壓流向低壓。當空氣一開始運動，地轉偏向力就立即產生，並迫使它

向運動的右方（北半球）偏離，南半球反之向左偏。此後，在氣壓梯度力的不斷

作用下，風速逾來愈大，而地轉偏向力使它向右偏離的程度也愈來愈大。最後，

當地轉偏向力增大到與氣壓梯度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時，空氣便沿等壓線作等

速直線運動，即風向最終與等壓線平行。 

地轉偏向力只改變風向，不改變風速，偏向

力隨緯度增高而增大，偏向力與空氣運動方向垂

直，且偏向運動方向的右方（北半球）。 

【引導】  這種風向與等壓線平行的風只在

高空存在，而在近地面、低空，作用在風上的力又多了一個，是什麼力？這個力

的方向是怎樣的？它的加入使風向產生什麼變化？ 

學生回答略。 

【投影】  近地面大氣中的風向圖 

【講解】  如果在近地面受到摩擦力的影響，使風向與等壓線之間存在一個

夾角。在前面所繪的板圖狀態 B 上添繪出摩擦力。 

【投影】  練習 2“風的形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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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圖上的三個力平衡時，風向才會穩定。三個力什麼時候平衡？還

是在 C 狀態嗎？此時，風向與等壓線是什麼關係？ 

學生回答後教師小結歸納。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學生活動】  請同學們在圖中繪出近地面、低空風向。（在筆記本上繪草

圖） 

教師巡視，學生繪完後，講評、訂正。指著板書、投影圖片用語言對本課主要內

容做簡短的總結。 

 

【投影】  大氣的水平運動-風的形成圖 

 

【課堂總結，佈置作業】課本第 66 頁 “問題和練習＂：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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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複習】  重點複習由於冷熱不均引起的大氣

運動、產生大氣水平運動的原動力——水平氣壓

梯度力的知識。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的運動 Flash

動畫 

     在水平氣壓梯度力的作用下，大氣由高氣

壓向低氣壓流動並且垂直於等壓線運動。大氣一

開始運動，立即受到地轉偏向力的影響，在北半球風向逐漸右偏，風向最終與等

壓線平行，南半球反之向左偏。如果在近地面受到摩擦力的影響，使風向與等壓

線之間存在一個夾角。 

【導入新課】  在實際大氣中，由於氣壓場比較複雜，大氣運動亦不像復習

時那麼簡單，要想理解大氣的運動狀況，我們還要從海平面氣壓場談起： 

【投影】  海平面等壓線分佈圖 

【啟發提問】  在這幅氣壓場中有幾種氣壓類型？ 

學生回答略。 

【啟發提問】  哪兩種是最基本的氣壓類型？ 

學生回答略。 

【板書】  三、 氣旋與反氣旋 

氣壓 

由於低氣壓和高氣壓是最基本的氣壓類型，我們重點研究在閉合等壓線分佈

圖上低氣壓和高氣壓控制下的氣流運動狀況 

【投影】  低氣壓圖，請同學們在筆記本上繪草圖。 

 

【提問】  圖中 A 是低氣壓還是高氣壓？ 

學生回答略。 

教師在白板上畫出兩組箭頭，一組的四個箭頭指向中心，另一組的四個箭頭

指向四周，請同學們選擇其中一組放到低氣壓場中表示水平氣壓梯度力（如圖）。 

 

【學生活動】  請同學們在圖中繪出低氣壓場中水平氣壓梯度力方向。 

教師巡視，學生繪完後，講評、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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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  空氣在運動過程中又受到地轉偏向力的影響，在北半球使氣流逐

漸右偏（如圖）。 

 

【投影】  北半球低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 

【提問】   氣流的運動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學生回答略。 

【講解】  大氣的這種現象很像江河中的旋渦，所以我們把低氣壓控制下的

氣流運動叫做氣旋。 

【學生活動】  引導學生觀察氣流的運動並提問：在氣旋的東部和西部各吹

什麼方向的風？ 

學生回答略。 

 

【提問】  東部的偏南風和西部的偏北風各是

溫暖的還是寒冷的？ 

學生回答略。 

我們介紹了北半球氣旋的形成，那麼南半球氣

旋的氣流運動情況怎麼樣呢？請同學們在筆記本

上畫出南半球的氣旋。 

同學們在畫圖的時候教師在白板上畫出一幅南半球低氣壓圖，並找一位同學

到黑板上做圖， 

並指出畫氣旋的三個步驟： 

（1）確定水平氣壓梯度力的方向； 

（2）確定地轉偏向力的方向； 

（3）氣流方向基本上符合二個力的合力方向 

【教師提問】  南半球的氣旋是順時針還是逆

時針？ 

學生回答略。 

【設問】  那麼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如何呢？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颱風視訊短片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天氣報告 – 低壓槽將至＂視訊短片 

【投影】  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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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  由於氣旋中心氣壓低，空氣由四周流向中心，中心空氣被迫上升，

氣溫降低，水汽容易凝雲降水，所以氣旋控制下的天氣為陰雨天氣。 

學生觀察後，提問學生颱風影響下的天氣如何？學生回答略。 

【教師小結】  由於颱風是形成于熱帶海洋上的氣旋，所到之處都會帶來狂風

暴雨等天氣現象，颱風給人類的財產帶來巨大的損失。現在我們國家已經能夠利

用衛星設備準確預報颱風的移動速度和到達的地區，同學們應刻苦學習為今後掌

握先進的科技設備打好基礎。 

【投影】   2006 年 11 月 21 日 14 時地面天氣圖 

【學生活動】  引導學生觀察圖中我國華南地區的天氣狀況 

 

學生回答略。 

【投影】  龍捲風圖片 

【講解】  在陸地上有時會形成氣旋，它強烈發展起來就是龍捲風，龍捲風

中心氣壓很低，中心空氣強烈旋轉上升，對地面吸力很大，所以能把地表的一些

物質吸起來，扔到較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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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  以上介紹的是在低氣壓控制下的氣流運動狀況及其天氣特徵。如

果中心是高氣壓情況又如何呢？ 

【投影】  北半球高氣壓場 

 

【學生活動】  教師讓學生在筆記本上畫出北半球、南半球高氣壓控制下的

氣流特徵。 

【提問】  北半球高氣壓控制下的氣流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學生回答，教師演示（如圖）。 

【投影】  北半球高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 

 
【講解】  由於北半球高氣壓控制下的氣流是順時針，它同北半球氣旋方向

相反，故人們把高氣壓控制下的氣流運動稱為反氣旋。 

【提問】   北半球反氣旋東部和西部各吹什麼方向的風？ 

學生回答略。 

【提問】   東部的偏北風和西部的偏南風是寒冷的還是溫暖的？ 

學生回答略。 

【講解】  在北半球陸地上的反氣旋由於風是從高緯度吹來，故空氣是寒冷

的，而在反氣旋西部的風是從低緯度吹來，所以風是溫暖的。因此，人們可以根

據一個地區在反氣旋的什麼部位便可簡單確定它的天氣情況。在反氣旋控制下的

天氣如何？ 

【學生活動】  教師讓學生根據反氣旋中心空氣的特點在筆記本上試著畫出

天氣狀況。 

【講解】  由於反氣旋中心空氣向四周流散，中心空氣減少，高空空氣下沉

進行補充，空氣下沉、氣溫升高，故水汽不易凝結，所以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為

晴朗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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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天氣報告 – 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視訊短片 

 

【投影】  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圖 

 

【投影】  2006 年 12 月 17 日 20 時 地面天氣圖 

 

 

【學生活動】  讓學生分析此時我國大部分地區天氣狀況。 

【講解】  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此時大部分地區被高壓所控制，所以全國普

遍晴朗，在東北地區天氣寒冷，在中西部地區天氣較為寒冷。 

再如，在我國長江流域出現的伏旱天氣也是反氣旋控制下形成的。 

【小結】  以上介紹了反氣旋控制下的氣流特徵及天氣特點。 

【投影】  氣旋、反氣旋的形成及其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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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低氣壓和高氣壓是指氣壓的分佈狀況而言的，氣旋和反氣旋是指氣

流的運動狀況而言的，所以我們能夠根據氣壓狀況及氣流運動特點來判斷一個地

區的天氣基本特徵。 

【安排觀看視訊短片】  安排同學們利用課餘時間觀看“ 熱帶氣旋 ＂視訊

短片。 

【安排分組制作模型】  安排同學們利用課餘時間用折紙制作氣旋與反氣旋

模型。 

 

小資料 

（1）颱風 

颱風是發生在熱帶洋面上的強烈風暴，從氣流運動角度來說屬於氣旋，我國

把氣旋中心附近的最大風力＜8 級的稱為熱帶低壓，8～9 級稱為熱帶風暴，10～

11 ≥級稱為強熱帶風暴， 12 級稱為颱風。 

颱風在不同地區有著不同的名稱，西北太平洋國家叫颱風，大西洋、東太平

洋叫颶風。人們為了便於區別各個颱風，對颱風進行編號。我國把東經 150°以西、

赤道以北的太平洋上發生的颱風進行編號，9801 表示 1998 年第一個颱風，9810

代表 1998 年第 10 個颱風。 

（2）龍捲風 

龍捲風是一種具有漏斗狀雲體的強烈旋風，龍捲風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從雲底

伸下一條“象鼻子＂一樣的雲體，稱為漏斗雲，當漏斗雲觸及地面才稱為龍卷。

龍卷的直徑大多在幾米到幾百米，持續時間約幾分鐘到數小時，中心氣壓很低，

風速通常為 50 米／秒，比 12 級風速還大。所以，龍卷是一種災害性天氣，具有

極大的破壞力。由於龍卷中心氣壓很低，可把地面許多物體吸到空中，攜帶一段

距離後落下，所以有時會天降“奇雨＂。如我國東漢建武三十一年（西元 55 年），

河南開封下了“穀雨＂；1949 年在新西蘭沿海地區下“魚雨＂，此外世界上還有

“銀幣雨＂、“青蛙雨＂等，龍卷真可稱得上是“大氣中的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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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熱帶氣旋中心途徑記錄圖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60

（4）熱帶氣旋信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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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複習內容】   找兩個學生到白板前面做題： 

 
                                      熱   冷 

要求： 

（1）寫出 A、B 兩點地面及高空的高低氣壓狀況，並畫出 A、B 兩點間高空及地

面的風向 

（2）分別畫出在水平氣壓梯度力、地轉偏向力和摩擦力影響下 A 點的風向畫完

後請學生回答：大氣運動的根本原因是什麼？大氣運動最常見的形式是什麼？在

運動的地球上南北半球風向偏轉的規律是什麼？ 

【新課導入】  我們知道大氣運動的根本原因是冷

熱不均，因為太陽輻射在全球各緯度分佈的不均，使

全球的大氣在不停地運動。我們把全球大氣有規律的

運動稱之為大氣環流，這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內容。 

【板書】   四、 大氣環流 

【啟發觀察】  請看地球儀，我們沿任一條經線來研究大氣運動情況。 

啟動大氣環流演示模型。 

【提問】   首先，假設地表均勻，地球靜止不動，地球上大氣將如何運動（以

北半球為例）？ 

【學生活動】  學生討論回答，教師在白板上用箭頭演示。 

【講解】  赤道空氣受熱上升（紅箭頭向上指）→到高空形成高氣壓，極地

空氣冷卻下沉（藍箭頭向下指）→高空形成低氣壓，赤道大氣由高空流向極地（紅

箭頭向北彎，與藍箭頭底部相連），極地大氣則由地面流向赤道（藍箭頭向南彎），

形成單圈環流。 

【板書】  1. 假設地表均勻，地球不運動（只受水平氣壓梯度力影響），形

成單圈環流 

請同學們看本節教材第 59 頁的“赤道與極地間的閉合環流圖＂。 

【啟發提問】  地球實際是在不停的運動的，單圈環流是不存在的。那麼大

氣該如何運動呢？請同學們想一想，在運動的地球上大氣受幾個力的作用？ 

學生討論、回答。 

下面我們仍然假設地表均勻，來研究在地轉偏向力、水平氣壓梯度力的影響

下，大氣環流的變化。以北半球為例，請看白板。 

【教師在白板上演示】  箭頭 1 下半部分為紅色，頂部為藍色；箭頭 2 下部

為紅色，頂部為藍色；箭頭 3 為藍色；箭頭 4 為紅色。 

（1）赤道大氣受熱上升（箭頭 1 向上指），到一定高度後向北流去，在流動

過程中不斷向右偏轉；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62

（2）到 30°N 附近偏轉成西風，因為赤道上空氣流源源不斷地流來，空氣在

30°N 上空聚集，產生下沉氣流（箭頭 1 向下到地表在紅藍交界處），到地表後向

南北分流（將箭頭 1 藍色部分在地面彎回赤道，將箭頭 2 指向 60°N 附近，在紅

藍交界處）； 

（3）極地空氣冷卻下沉（箭頭 3 指向 60°N 附近）後在地表流向低緯； 

（4）在 60°N 附近，冷暖兩股空氣相遇，暖空氣（箭頭 4）順冷空氣（箭頭 3）

爬升到高空後，向南北分流，補充到極地高空與 30°N 高空（箭頭 2 頂部藍色部

分彎回到 30°N 高空處）。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提問】  請觀察 Flash 動畫，形成了幾個環流圈呢？ 

學生回答：有三個，即：A．低緯環流圈；B．中緯環流圈；C．高緯環流圈。 

【總結板書】  2. 假設地表均勻，在水平氣壓梯度力與地轉偏向力作用下，

形成三圈環流 

【學生活動】  請同學們將北半球三圈環流示意圖畫在筆記本上（參考教材

第 59 頁插圖）。 

【啟發提問】  請考慮在 0°N、30°N、60°N、90°N 的近地面高低氣壓狀況如何？

把它們標在圖中（提醒注意是近地面）。如果在南半球會怎樣？ 

【學生活動】  學生討論，並找一位同學將高低壓名稱標在白板示意圖上。 

【總結概括】  由於大氣環流，在全球近地面形成了七個氣壓帶，它們的名

稱從北往南依次是： 

極地高氣壓帶、副極地低氣壓帶、副熱帶高氣壓帶、赤道低氣壓帶、副熱帶

高氣壓帶、副極地低氣壓帶、極地高氣壓帶。 

記憶方法是：氣壓帶高低相間分佈——高、低、高、低、高、低、高。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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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高壓與低壓的成因並不相同：赤道低

壓與極地高壓是由於熱力原因形成的，副熱帶

高壓與副極地低壓是由於動力原因形成的。 

【提問】  在高低氣壓帶之間有水平氣壓

梯度力存在，於是在全球近地面形成了六個風

帶，你能否根據高低氣壓狀況，畫出風向？如

果在南半球風向如何？ 

找一同學將風向畫到白板示意圖上。 

【總結】  它們的名稱從北往南分別是：極地東風帶、中緯西風帶、低緯（東

北）信風帶、低緯（東南）信風帶、中緯西風帶、極地東風帶。 

記憶方法是：風帶東西相間分佈——東、西、東（信）、（信）東、西、東。 

【投影】  全球風帶和大氣環流圖 

【板書】  （1） 七個氣壓帶、六個風帶 

【鞏固練習 1】  空白氣壓帶、風帶工作紙，請同學回答各帶的名稱（提醒

注意緯度範圍）。 

 

【鞏固練習 2】  玩遊戲，方法如下： 

將全班分為 4 個小組，分別代表南北半球近地面的七個氣壓帶和六個風帶，

教師提問，各組按要求回答，限時三秒，回答正確則為小組加一分，累計分多的

小組為勝。如教師說：赤道空氣受熱上升，代表赤道的同學立刻回答“形成赤道

低氣壓帶＂即加一分；又如教師說：0°到 30°S 之間是什麼風帶？代表信風帶的同

學立刻回答“東南信風帶＂即可得一分…… 

【啟發提問】  前面我們學習了大氣環流的形成過程，大氣環流的具體表現。

大氣環流有什麼作用呢？請看各緯度上輻射差額溫度與實際溫度的比較表。 

【投影】  各緯度上輻射差額溫度與實際溫度的比較表 

緯度 
溫度℃（平均值）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輻射差額溫度（大氣不

流動） 

39 36 32 22 8 -6 -20 -32 -41 -44 

觀測溫度（流動大氣） 26 27 25 20 14 6 -1 -9 -18 -22 

溫度差 -13 -9 -7 -2 +6 +12 +19 +23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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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全球海平面平均氣溫隨緯度的分佈圖 

 

 

同學討論發言，教師引導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概括總結】  大氣環流在全球進行溫度的調節，在經線方向上的熱量輸送中

大氣環流約占 80％。同時大氣環流在水分的輸送中也有很大的作用，這一部分

後面還要學習。總之，地球大氣是一個互相聯繫的整體，物質與能量能通過大氣

環流輸送到各地，而影響全球氣候和環境。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行星風系視訊短片 

【板書】  （2）大氣環流的意義 

【啟發提問】  請同學們讀課本第 61 頁插圖，討論此圖說明瞭什麼問題？分

析形成原因。 

學生討論回答。 

由於太陽直射點位置有季節移動，使氣壓帶和風帶也產生了移動，在北半球

一般是夏季北移冬季南移。 

【板書】  （3）氣壓帶風帶的季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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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小結】  這節課我們學習了大氣環流的形成過程及氣壓帶風帶的分佈、移動

規律，前提是地球表面均勻，但是地表是不均勻的，所以實際上的大氣環流要複

雜的多，下節課我們再繼續研究。 

【佈置活動】  大家回去以後，請製作大氣環流演示模型。 

要求：在投影片上用紙條示意三圈環流的立體情況，並把氣壓帶和風帶的名稱貼

上。 

a.在投影片上需把緯度 0 度、30 度、60 度的緯線畫出來。 

例子：  

b. 氣壓帶和風帶的名稱： 

    赤道低壓帶、副熱帶高壓帶、副熱帶高壓帶、副極地低壓帶、副極地低壓帶、

極地高壓帶、極地高壓帶、極地東風、盛行西風、東北信風、東南信風、盛行西

風、極地東風。 

例子：  

c. 紙條請剪成以下樣子，用以表示空氣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運動。 

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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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引入新課】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了有關大氣環流的理論知識。由於實際地

表海陸熱力差異的影響，大氣環流的緯向分佈被破壞，出現東西之間的差異，在

最顯著的地區表現為季風現象。這節課我們就來學習季風的有關知識。 

教師引導學生閱讀課本 1 月、7 月份世界等溫線分佈圖，觀察亞歐大陸東岸

與北太平洋上的等溫線有什麼差異？兩側的氣溫有什麼差異？氣壓有什麼差

異？ 

【投影】  1 月、7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 

【投影】  全球風帶和大氣環流圖 

【學生活動】  觀察大氣環流示意圖，注意北

緯 60°與北緯 30°的氣壓狀況。 

    閱讀 1 月、7 月份海平面等壓線的分佈圖，觀

察亞歐大陸東岸與北太平洋上的等壓線有什麼差

異？兩側的氣壓有什麼差異？ 

    思考等溫線的分佈與等壓線分佈的關係。為什

麼兩者之間會有關係？ 

    學生分組討論這種差異形成的原因。學生代表發言，全班進行評議。 

【板書】  五、 海陸分佈對大氣環流的影響 

1.  海陸熱力性質差異 

陸地吸熱快，散熱也快，冬夏氣溫變化劇烈 

海洋吸熱慢，散熱也慢，冬夏氣溫變化緩和 

【教師小結】  北半球 1 月份亞歐大陸東側等

溫線向南凸出，而北太平洋上等溫線則向北凸出，

說明亞歐大陸東側的氣溫低，而北太平洋上的氣溫高。7 月份相反。與之對應的

氣壓狀況是：亞歐大陸東側的氣壓高，北太平洋上的氣壓低。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講解】  正常情況下，北緯 60°是副極地低氣壓

帶，由於亞歐大陸東側的高氣壓切斷了副極地低氣

壓帶，使得亞歐大陸東側的蒙古、西伯利亞地區出

現了亞洲高壓，副極地低氣壓帶只保留在海洋上，

形成了北太平洋上的阿留申低壓和北大西洋上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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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低壓。 

    同樣道理，北緯 30°的副熱帶高氣壓帶被大陸上的低氣壓所切斷，特別是亞

洲大陸夏季增溫強烈，亞洲低壓（又叫印度低壓）最為突出，因而使副熱帶高氣

壓只保留在海洋上，形成北太平洋的夏威夷高壓和北大西洋的亞速爾高壓。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板書】  2. 冬夏間海陸上氣壓中心的季節變化： 

  大西洋 亞歐大陸 太平洋 

1 月 冰島低壓 亞洲高壓 阿留申低壓 

7 月 亞速爾高壓 印度低壓 夏威夷高壓 

    觀察亞歐大陸東岸與北太平洋上的等壓線出現了閉合的等溫線，而且兩側的

氣壓狀況有明顯的差異。 

【小結】  以上情況說明了地面上的氣溫差異直接影響到氣壓的差異。地面

上氣溫低，近地面上形成高氣壓；地面上氣溫高，近地面上形成低氣壓。 

【轉折講解】  我們再來看風帶的變化，由於海陸分佈及熱力差異打亂了原

來的氣壓帶分佈的格局，氣壓帶的變化引起了風帶的變化。我們來閱讀“亞洲 1

月、7 月的季風圖＂，對照大氣環流示意圖，你們發現東南亞和東亞在兩幅圖（季

風圖和大氣環流示意圖）中的風向有什麼不同？為什麼會有這種變化＂。 

【板書】  3.  季風 

（1） 季風的概念：  

【學生活動】  學生分小組討論後，由代表發言： 

    東南亞在大氣環流示意圖中吹東

北信風，而在 7 月份季風圖中吹東南

風，1 月份吹西北風打亂了原來的風帶

格局。 

南亞在大氣環流示意圖中吹東北

信風，而在 1 月份季風圖中吹東北季

風，在 7 月份季風圖中吹西南季風。 

東亞在大氣環流示意圖中吹東北信風，而在 1 月份季風圖中吹西北季風，在

7 月份季風圖中吹東南季風。 

【演示 Flash 動畫】  演示大氣環流 Flash 動畫 

【教師分析】  其原因是；在東亞，由於海

陸熱力性質的差異，導致冬夏間海陸上氣壓中心

的季節變化，引起了一年中盛行風向隨季節有規

律地向相反或者接近相反的方向變換，形成近地

面的季風環流。由於亞歐大陸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洲，太平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海陸之間的

熱力差異最顯著，因而東亞的季風環流最典型。 

冬季，在強大的亞洲高壓與赤道低壓、太平洋低壓之間，形成了勢力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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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寒冷的偏北風，即冬季風。 

夏季，北太平洋高壓勢力增強，亞洲大陸上形成印度低壓，太平洋暖濕氣流

就沿著北太平洋高壓的西部邊緣，以東南風吹到亞洲東南岸，即東亞的東南季風。 

在南亞，則由於太陽直射點在緯度上的周年變化，使地球上的氣壓帶和風帶也隨

之相應發生移動。3 月 21 日以後，隨著太陽直射點向北半球移動，赤道低氣壓

帶也相應北移，此時原來在赤道以南的東南信風受赤道低氣壓帶的吸引越過赤

道，馬上受到向右的地轉偏向力的影響，轉變成西南季風。 

【板書】  （2）東亞季風和南亞季風： 

東亞季風環流與南亞季風環流，在成因上有所不同，冬夏的風向、對氣候的

影響也不同，請你們根據下表填空： 

【總結】  請同學們填一下表。 

【投影】  東亞季風和南亞季風比較練習 

  成因 冬季風向 夏季風向 分佈地區 

東亞     

南亞     

學生做完練習後，教師展示自己歸納的圖表。 

【投影】  教師自己歸納的圖表 

  成因 冬季風向 夏季風向 分佈地區 

東亞 海陸之間的熱力

差異 

偏北風，強大 東南風，較弱 中、日、朝等國 

南亞 氣壓帶和風帶的

季節移動和海陸

之間的熱力差異 

東北風，較弱 西南風，強盛 印、孟、巴等國 

教師根據學生所填的表，總結本節課的內容：南亞季風的成因主要是由於氣

壓帶和風帶的季節移動和海陸之間的熱力差異；東亞季風的成因主要是海陸之間

的熱力差異。由此其形成的氣候特點及氣候類型也不相同。 

請同學們回家以後注意本澳的氣候特點，你能說出本澳的氣候特點及氣候類

型嗎？ 

【總結全課，佈置作業】  課本第 67 頁 “問題和練習＂：第 3、4 和 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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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板書設計 
 

第三節  大氣的運動 

 

一、 冷熱不均引起的大氣運動 
 
二、 大氣的水平運動——風 
 
三、 氣旋與反氣旋 

 
 
四、 大氣環流 

1. 假設地表均勻，地球不運動（只受水平氣壓梯度力影響），形成單圈環流 

2. 假設地表均勻，在水平氣壓梯度力與地轉偏向力作用下，形成三圈環流 

（1） 七個氣壓帶、六個風帶 

（2）大氣環流的意義 

（3）氣壓帶風帶的季節移動 
 
五、海陸分佈對大氣環流的影響 

1. 海陸熱力性質差異：陸地吸熱快，散熱也快，冬夏氣溫變化劇烈；海洋吸熱

慢，散熱也慢，冬夏氣溫變化緩和 

2. 冬夏間海陸上氣壓中心的季節變化： 

  大西洋 亞歐大陸 太平洋 

1 月 冰島低壓 亞洲高壓 阿留申低壓 

7 月 亞速爾高壓 印度低壓 夏威夷高壓 

3. 季風 

（1）季風的概念：  

（2）東亞季風和南亞季風： 

  冬季風向 夏季風向 分佈地區 

東亞 偏北風，強大 東南風，較弱 中、日、朝等國

南亞 東北風，較弱 西南風，強盛 印、孟、巴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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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試教評估及反思與建議： 

單

元 
教學目標 

評量標準 

/ 內容 

評量方式 

/ 方法 
教學成效得失 改進建議 

第

三

節 

 

大

氣

的

運

動 

1. 學生要會敍述熱力環流的
形成過程，理解地表冷熱不
均引起的大氣運動，理解水
平氣壓梯度力是風形成的原
動力和直接原因。 
2. 學生要會運用簡單的等壓
線分佈圖，分析、判斷風向。 
3. 使學生瞭解氣壓的基本類
型及氣壓與人類活動的關
係。 
4. 使學生理解氣旋與反氣旋
的形成過程、氣流運動的特
點，掌握氣旋、反氣旋氣流
運動的規律性。 
5. 使學生掌握氣旋和反氣旋
控制下的天氣狀況，為學生
正確認識天氣現象的形成打
好基礎。 
6. 通過研究氣旋和反氣旋的
形成過程，使學生初步具備
研究問題的方法與步驟。 
7. 使學生瞭解大氣環流形成
過程，理解氣壓帶、風帶的
形成及分佈規律。 
8. 使學生明確全球大氣是一
個整體，大氣環流在物質和
能量輸送中發揮著巨大的作
用。 
9. 使學生瞭解海陸分佈對大
氣環流的影響及季風環流的
形成。 
10. 培養學生閱讀海平面氣
壓分佈圖、分析季風的形成
等能力。 
11. 培養學生正確認識地理
事物的變化規律與地理事物
特殊性的關係。 
12. 培養學生勇於探索、不怕
困難的心理品質，對學生進
行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教育。 
13. 通過多種媒體組合教
學，使學生的觀察力、推理
和空間想像能力得到發展。 

教 學

是否達到

教 學 目

標，並為

此而設計

問題及課

堂練習。 

通 過

觀察、提

問、課堂

練習來進

行教學成

果評量。 

 

與傳統教學設
計相比，本教學設
計採用多媒體教學
軟件的方式制作。
以 flash 動畫、視訊
短片、文字及圖片
等多方面的形式，
來 介 紹 大 氣 的 運
動 。 把 複 雜 的 知
識，化繁為簡，既
生動又直觀，在試
教過程中，同學們
的反應都比較好。
能達至增大課堂信
息量，強化師生互
動，加強情感教育
的說服力等目的。 

本教學設計中
眾多 flash 動畫、視
訊短片及圖片，能
吸引住同學們的注
意，使同學們不會
因為覺得課堂缺乏
趣味性而分心；同
時，同學們在課堂
上亦能比較積極配
合老師，老師能按
照教學計劃完成工
作，同學們能按照
老師的安排完成學
習任務。 

在教學過程中
要處理好教師的主
導作用和學生的主
體地位的關係。教
師既要讓學生充分
活動，又要給予恰
當指導，才能充分
發揮學生的潛能。 

在 教 學 過 程
中發現有部份同
學 的 理 解 力 較
差，尤其是許多同
學對熱力環流形
成中的“高壓＂
與“低壓＂不能
作 出 準 確 的 認
識。原因在於同學
對“在同一氣柱
內永遠是隨高度
增加氣壓降低＂
和“在任一高度
上與其周圍同高
度 的 氣 壓 值 比
較，決定是高壓還
是低壓。＂的規律
沒有完全掌握，在
講課過程中重點
講 解 這 個 問 題
後，教導同學在處
理問題時如何入
手，再配合課後個
別輔導，有大部份
同學的問題已獲
解決。 

在 講 授 大 氣
環流內容時，發現
同學們對示意圖
中圓面上及圓面
外箭頭的含義理
解很差，把水平方
向和垂直方向的
氣流箭頭混為一
談，課後安排同學
們製作大氣環流
演示模型後，學生
更能真正理解有
關內容，學習效果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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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氣的降水 

 

一.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理解空氣的飽和狀態與過飽和狀態以及飽和狀態與氣溫的關係，理解

水汽凝結的主要條件。 

2. 學生能記住降水的概念，理解降水的形成過程。 

3. 使學生掌握四種降水類型的成因、特點及其主要分佈地區。 

4. 使學生掌握全球四個降水帶的分佈與形成原因。 

5. 培養學生讀圖分析地理問題的能力，例如讀世界年平均降水量的分佈圖，分

析某地多雨或少雨的原因。 

6. 通過本節課的學習使學生觀察力和想像力得到發展，產生對自然現象成因的

好奇心，樹立對自然科學的探索意識。 

 

二. 教學重點 

1. 自然界中水汽是怎樣凝結的。 

2. 降水類型。 

3. 降水帶。 

 

三. 教學難點 

1. 空氣中水汽含量與氣溫的關係。 

2. 鋒面雨。 

 

四. 教學方法 

讀圖分析法、對比討論法、啟發式談話法、地理歸納推理法、講授法、多媒

體綜合教學法。 

 

五. 教學媒體 

大氣的降水視訊短片、海綿飽和實驗短片、空氣飽和值視訊短片、植物蒸騰

視訊短片、摸擬大氣實驗視訊短片、播放降雨全過程視訊短片、飽和狀態與氣溫

的關係圖、 對流雨圖、地面狀況對氣流的影響圖、鋒面示意圖、鋒面雨示意圖、

世界年降水量和盛行風向圖、全球降水帶分佈圖、全球降水量的緯度變化圖、全

球大氣環流與降水圖、熱帶氣旋的典型雲團圖、颱風的典型垂直剖面圖、 

投影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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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教學過程 

共二課時 

第一課時 

教學程序/

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源的

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

容及引入新課 
2 分鐘  

播放大氣的降水

視訊短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海綿飽和實

驗短片和空氣飽

和值視訊短片，

講述飽和狀態與

過飽和狀態。 

12 分

鐘 
演示課件 

第 四 節 

大 氣 的 降

水 

 

 

一、 水汽

的凝結 

運用《飽和狀態

與氣溫的關係

圖》，顯示空氣中

水汽含量與氣溫

的關係、引導出

飽和和露點的概

念。 

10 分

鐘 
演示課件 

二、 降水

的形成 

運用植物蒸騰視

訊短片、摸擬大

氣實驗視訊短片

和降雨全過程視

訊短片，講述水

汽凝結的條件。 

10 分

鐘 
演示課件 

 總結和佈置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自然界中水汽是怎

樣凝結的。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觀察他們做課堂練習

的情況，看學生是否掌

握有關內容。另外，學

生在各項探究活動中

是否表現出下列情感

與態度：興趣、好奇

心、探索欲、投入程

度、合作態度、意志毅

力、創新精神等。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

同學們能積極回答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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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程序/

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

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及引

入新課 
2 分鐘  

講解對流雨及相關圖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地形雨及相關圖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鋒面雨及播放 2005
年 2 月 26 日 GRMC 電視

天氣預報視訊短片 
5 分鐘 演示課件 

三、 降水

的類型 

講解台風雨及相關圖片 4 分鐘 演示課件 

運用《世界年降水量分布

圖》，講解年降水量整體

分布的空間概念。 
5 分鐘 演示課件 

採用地理歸納推理法，在

上圖中找出世界多雨地

區的分布規律和少雨地

區的分布規律。 

5 分鐘 演示課件 

課堂練習 6 分鐘
四種降水類

型比較表 

四、 降水

的 世 界 分

佈 

檢查及講評表格答案，隨

着教師的講授，同學們檢

查自己是否做對。 
3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降水類型。 

2. 降水帶。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觀察他們做課堂練習

的情況，看學生是否掌

握有關內容。另外，學

生在各項探究活動中

是否表現出下列情感

與態度：興趣、好奇

心、探索欲、投入程

度、合作態度、意志毅

力、創新精神等。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

同學們能積極回答問

題，課堂氣氛活躍，而

且能獨立完成課堂練

習並全對的同學約佔

95%。 

 
總結第四節和佈置作業 

2 分

鐘 
演示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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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時 

【提問】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了有關海陸分佈對

大氣環流的影響的知識。季風是如何形成的？為什

麼？ 

    學生聯繫學過的知識思考、回答。 

【導引入新課】  夏天我們經常看到天氣突然變

化的情況，由晴→陰→雷陣雨，這是從表面現象上

看，從本質上看這是怎樣的過程呢？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大氣的降水視訊短片 

啟發學生答出：水汽→雲→降水（凝結） 

【設問】  水汽怎樣凝結成雲？雲又是如何形成降水的呢？ 

【板書】  第四節   大氣的降水 

一、 水汽的凝結 

1. 飽和狀態與過飽和狀態 

【講解】  大家做值日時都曾用濕布抹白板，只

滴兩滴水到乾布中會怎樣？繼續浸在水桶中會怎

樣？這兩種狀態就是飽和狀態與過飽和狀態。對空氣

中的水汽來說，什麼狀態是飽和，什麼狀態是過飽和

呢？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海綿飽和實驗短片 

【歸納小結】  在溫度一定的情況下，單位體積空氣中能容納的水汽有一定

的限度，如果水汽含量達到了這一限度，空氣就呈飽

和狀態，如果水汽繼續增加，空氣就達到了過飽和狀

態，多餘的水汽就會凝結出來。 

【承轉】  如果水汽不增加，其他條件可變，用

什麼辦法可以使水汽發生凝結呢？ 

【學生活動】  請學生自學，討論課本第 68 頁 

“飽和狀態與氣溫的關係圖＂。 

【投影】  飽和狀態與氣溫的關係圖 

（學生回答後小結）氣溫越高，空氣能容納的水汽量越多，如果不增加水汽

的數量，降溫同樣可以使水汽達到過飽和狀態，發生

凝結。在自然界中，空氣上升冷卻，促使空氣達到過

飽和，是大氣中水汽凝結的主要方式。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空氣飽和值視訊短片 

【承轉】  在實驗室中有一種特殊情況：空氣雖然

達到了過飽和但水汽卻沒有發生凝結，你想一想，這

是什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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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水汽的凝結，要使空氣達到過飽和還不夠，

空氣中還要有吸濕性強的微粒作為凝結核，促使周圍

空氣在它上面凝結。城市的上空比郊區的上空塵埃

多，所以多霧和低雲，就是這個道理。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植物蒸騰視訊短片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摸擬大氣實驗視訊短片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降雨全過程視訊短片 

【板書】  2. 水汽凝結的條件 

A. 空氣達到過飽和 

B. 空氣中有吸濕性強的微粒作為凝結核 

【承轉】  通過前面的學習，我們知道了空氣中水

汽的凝結過程，在自然界中，如果空氣大規模上升就

會導致水汽的凝結，天空中就會出現雲，有雲就會降

水嗎？什麼情況下雲就形成降水呢？ 

【板書】  二、 降水的形成 

【提問】  什麼是降水？（學生回答後教師引導）

雲是水汽凝結物，雲滴只有降落到地表才能形成降水。雲滴怎樣才能降落到地表

呢？ 

【小結】  降水的形成過程，就是雲滴不斷增大從雲中墜落到地表變成雨、

雪、雹的過程。雲滴的增大就是空氣繼續上升降溫，

水汽繼續凝結的過程，可見自然界中水汽的凝結，降

水的形成都與空氣的上升有關，人們根據造成空氣上

升的原因不同，把降水分成不同的類型，這一問題我

們下節課學習。 

【課堂總結，佈置作業】  課本第 72 頁 “問題和

練習＂：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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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複習】  什麼是降水？降水的形成需要哪些條件？ 

【引入新課】  大氣降水形成的三個條件中，關鍵條件是大氣的上升運動。因

此，依據迫使暖濕空氣上升的不同原因，將降水分成了不同的類型。 

【講授新課】   

【板書】  三、 降水的類型 

【提問】   按空氣上升運動的不同成因，可將降水分為哪幾種類型？ 

【學生回答】   降水可分為對流雨、地形雨、鋒面雨和台風雨四種類型。 

【板書】   1. 對流雨 

【提問】   對流雨是怎麼形成的？它有什麼特點？ 

【講解】   對流雨是近地面空氣強烈受熱時，引起熱力對流運動，濕熱空氣

在上升過程中，隨著氣溫不斷降低，其中的水汽冷卻凝結而形成的降水。其特點

是：強度大，歷時短，範圍小，常伴有暴風、雷電，

又稱熱雷雨。 

【投影】  對流雨圖 

【提問】   對流雨的成因用一個字來概括，是什

麼？ 

【學生回答】  熱。 

【提問】   全球什麼地方終年炎熱多雨？ 

【學生回答】  赤道地區。 

【提問】   赤道地區的降水是什麼類型？ 

【學生回答】  對流雨。 

【提問】   我國有對流雨嗎？如果有，應出現在什麼時候？為什麼？ 

【學生回答】  我國也有對流雨，常出現

在夏季午後，因為夏季是一年中最熱的季

節，而午後又是一天當中最熱的時候。 

【板書】 2. 地形雨 

【投影】  地面狀況對氣流的影響圖。 

【提問】   什麼叫地形雨？它應該降在山

的迎風坡還是背風坡？ 

請一位同學指圖闡述自己的觀點。 

【教師指圖歸納】   剛才這位同學分析得很

好。地形雨是指暖濕空氣在前進途中，遇到地形阻

擋，被迫沿迎風坡爬升，空氣中的水汽因冷卻而形

成的降水。地形雨發生在山的迎風坡上。 

【提問】  為什麼在山的背風坡降水很少？ 

【學生回答】 在山的背風坡，因氣流下沉，溫

度不斷增高，空氣難以達到過飽和，所以降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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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補充】  對，由於降水與空氣的上升運動密切相關，而在背風坡，氣流

下沉增溫，雲開霧散，所以降水很少，形成雨影區，有時還會發生焚風現象，即

沿山坡向下吹的又熱又乾的風。 

【板書】  3. 鋒面雨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 2005 年 2 月 26 日 GRMC 電視天氣預報視訊短片 

【提問】  什麼是鋒面？ 

【學生回答】  冷暖性質不同的氣流相遇，它們中間的交界面叫做鋒面。鋒

面與地面相交的線，叫做鋒線。鋒面

和鋒線統稱為鋒。 

【提問】   冷、暖氣團各位於鋒面

的什麼部位？ 

【學生回答】  冷氣團密度大，在

鋒面以下；暖氣團密度小，在鋒面以上。 

【投影】  鋒面示意圖 

【提問】   鋒面雨是怎麼形成的？它有哪些特點？請一位同學到黑板前指圖

說明，並在相應部位填繪雲雨區。 

【投影】  鋒面雨示意圖 

【教師歸納】   鋒面雨是暖濕空氣沿鋒面抬升過

程中，其中的水汽凝結而形成的降水。其特點是：持

續時間長、範圍廣、強度小。 

【提問】   鋒面雨主要分佈在什麼地區？為什

麼？ 

【學生回答】  中緯地區。因為冷暖氣流容易在

那裏相遇，形成鋒面雨。 

【提問】  我國有鋒面雨嗎？請舉例說明。 

【學生回答】  有。我國大部分地區處在中緯，當夏季風的暖濕氣流登陸北

上時，與從北方南下的冷空氣相遇，便形成鋒面雨。例如長江中下游地區長達一

個月之久的梅雨，就是鋒面雨。 

【板書】   4. 台風雨 

【投影】  熱帶氣旋的典型雲團圖 

【講解】  西北太平洋上的颱風謝柏 (Zeb, 1998)。圖中所見是熱帶氣旋的典

型雲團，像一個旋轉著的圓盤。 

【投影】  颱風的典型垂直剖面圖 

【講解】  一個成熟颱風的典型垂直

剖面圖，中央部份就是風眼和眼壁。 

【提問】   台風雨是怎樣形成的？它

有什麼特點？多分佈在什麼地區？ 

【學生回答】  台風雨是大量暖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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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圍繞颱風中心旋轉上升，其中的水汽冷卻凝結而形成的降水。其特點是：強度

很大，多為暴雨，且伴有狂風、雷電。由於颱風是形成於熱帶洋面上的熱帶氣旋，

所以台風雨多分佈在低緯大陸東部。 

【提問】  我國有台風雨嗎？請舉例說明。 

【學生回答】  有。處於低緯的廣東、臺灣、海南、福建等地，受颱風襲擊

比較頻繁，常形成特大暴雨。 

 

【投影】   四種降水類型比較表 

降水類型 成因 特點 

對流雨     

地形雨     

鋒面雨     

台風雨     

  

學生做完練習後，教師展示自己歸納的圖表。 

【填表】  我們剛才學習了降水的四種類型，請同學們填表比較它們的成因、

特點及分佈地區。 

【承轉】  通過填表，我們知道了世界各地有不同的降水類型。那麼，世界各

地降水量的分佈又有什麼規律呢？ 

【投影】  教師自己歸納的圖表 

降水類型 成因 特點 

對流雨 

近地面空氣強烈受熱時，引起熱力對流

運動，濕熱空氣在上升過程中，隨著氣

溫不斷降低，其中的水汽冷卻凝結而形

成的降水。 

強度大，歷時短，範圍小，常

伴有暴風、雷電，又稱熱雷

雨。 

地形雨 

暖濕空氣在前進途中，遇到地形阻擋，

被迫沿迎風坡爬升，空氣中的水汽因冷

卻而形成的降水。 

地形雨發生在山的迎風坡上。

鋒面雨 
鋒面雨是暖濕空氣沿鋒面抬升過程中，

其中的水汽凝結而形成的降水。  

持續時間長、範圍廣、強度

小。 

台風雨 
大量暖濕空氣圍繞颱風中心旋轉上升，

其中的水汽冷卻凝結而形成的降水。 

強度很大，多為暴雨，且伴有

狂風、雷電。 

 

【板書】   四、 降水的世界分佈 

【投影】  世界年降水量和盛行風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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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全球降水帶分佈圖 

【提問】   降水量的多少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讀圖分析世界降水分佈有什麼規律？ 

【學生回答，教師補充講解】  世界降水的分

佈，受地理緯度、大氣環流、海陸位置等因素的

影響，大致成帶狀分佈。 

【指圖講解】   赤道及其兩側，降水豐沛，為

赤道多雨帶；副熱帶地區沙漠廣布，降水稀少，為副熱帶少雨帶；溫帶地區降水

量又有增多，為溫帶多雨帶；極地降水很少，為極地少雨帶。 

【板書】   1. 赤道多雨帶 

             2. 副熱帶少雨帶 

             3. 溫帶多雨帶 

             4. 極地少雨帶 

【提問】   為什麼世界降水的分佈出現多雨帶與少雨帶相間分佈的特點呢？

請同學們結合前面學過的大氣環流知識來回答。 

【投影】   全球降水量的緯度變化圖 

 
【投影】   全球大氣環流與降水圖 

 

【提問】   全球降水最多的地方在哪里？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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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  赤道地區是全球降水最多的地帶，年降水量一般在 2 000 毫

米左右。多雨的原因是：（1）氣溫高，海洋面積廣闊，蒸發旺盛，空氣中含大

量水汽；（2）受赤道低氣壓控制，全年以上升氣流為主，利於成雲致雨。 

【提問】   副熱帶地區為什麼降水少？ 

【學生回答】  受副熱帶高氣壓控制，以下沉氣流為主，雲雨難以形成。 

【提問】   同是北回歸線穿過地區，北非和阿拉伯半島有大面積的沙漠，而

我國長江流域的降水卻達 1000 毫米以上，為什麼？ 

【學生回答】  我國長江流域位於大陸東岸，受夏季風或颱風的影響，降水

比較豐富，成為世界沙漠帶上的“綠洲＂。 

【提問】  溫帶地區的降水為何又增加了？ 

【學生回答】  溫帶地區受西風帶和副極地低氣壓控制，又處於極地冷氣團

與赤道暖氣團相遇會合地帶，鋒面、氣旋活動頻繁，多鋒面雨和氣旋雨。大陸東

岸還受夏季風影響，降水較多。 

【提問】  極地少雨的原因是什麼？ 

【學生回答】  極地少雨的原因有二：（1）全年氣溫低，蒸發微弱，空氣中

含水汽少；（2）受極地高氣壓控制，全年盛行下沉氣流。所以降水量少，不超

過 300 毫米。 

【提問】   赤道多雨帶與溫帶多雨帶的降水類型有什麼差異？副熱帶少雨帶

與極地少雨帶的幹濕狀況有什麼差異？ 

【學生回答】  赤道多雨帶主要是對流雨；溫帶多雨帶主要是鋒面雨和氣旋

雨。副熱帶少雨帶因氣溫高，蒸發量遠大於降水量，所以多為乾旱、半乾旱地區；

極地少雨帶因氣溫低，蒸發量小於降水量，所以雖然降水很少，仍為濕潤地區。 

【教師歸納】   全球降水的分佈很有規律，從赤道向極地，依次經過多、少、

多、少四個降水帶。“兩多＂的降水類型不同，“兩少＂的乾濕狀況各異，副熱

帶“少中有多，多在東岸＂。 

【小結】   今天我們學習了四種降水類型和四個降水帶，知道了降水離不開

空氣的上升運動，降什麼雨、降多少雨都與空氣運動密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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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板書設計 

 

第四節  大氣降水 

 

一、 水汽的凝結 

1. 飽和狀態與過飽和狀態 

2. 水汽凝結的條件 

 

二、 降水的形成 

 

三、 降水的類型 

1．對流雨                                         

2．地形雨 

3．鋒面雨 

4．台風雨 

 

四、降水的世界分佈 

1. 赤道多雨帶 

2. 副熱帶少雨帶 

3. 溫帶多雨帶 

4. 極地少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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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試教評估及反思與建議： 

單

元 
教學目標 

評量標

準 / 

內容 

評量方

式 / 方

法 

教學成效得失 改進建議

第

四

節 

 

大

氣

降

水 

1. 學生能理解空氣

的飽和狀態與過飽

和狀態以及飽和狀

態與氣溫的關係，理

解水汽凝結的主要

條件。 

2. 學生能記住降水

的概念，理解降水的

形成過程。 

3. 使學生掌握四種

降水類型的成因、特

點及其主要分佈地

區。 

4. 使學生掌握全球

四個降水帶的分佈

與形成原因。 

5. 培養學生讀圖分

析地理問題的能

力，例如讀世界年平

均降水量的分佈

圖，分析某地多雨或

少雨的原因。 

6. 通過本節課的學

習使學生觀察力和

想像力得到發展，產

生對自然現象成因

的好奇心，樹立對自

然科學的探索意識。 

教

學是否

達到教

學目

標，並

為此而

設計問

題及活

動。 

通

過觀

察、提問

來進行

教學成

果評量 

與傳統教學設計
相比，本教學設計採
用多媒體教學軟件的
方式制作。以視訊短
片、文字及圖片等多
方面的形式，來介紹
大氣降水。把複雜的
知識，化繁為簡，既
生動又直觀，在試教
過程中，同學們的反
應都比較好。能達至
增大課堂信息量，強
化師生互動，加強情
感教育的說服力等目
的。 

本教學設計中眾
多視訊短片及圖片，
能吸引住同學們的注
意，使同學們不會因
為覺得課堂缺乏趣味
性而分心；同時，同
學們在課堂上亦能比
較積極配合老師，老
師能按照教學計劃完
成工作，同學們能按
照老師的安排完成學
習任務。 

在教學過程中要
處理好教師的主導作
用和學生的主體地位
的關係。教師既要讓
學生充分活動，又要
給予恰當指導，才能
充分發揮學生的潛
能。 

上 課

前 一 星 期

要 安 排 同

學 連 續 七

天 收 看 天

氣 預 報 節

目 ， 效 果

會 更 為 理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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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天氣與氣候 

 

一.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理解天氣與氣候的區別，氣團的形成及其對天氣的影響，影響我國天

氣的主要氣團、鋒面的概念、形成。 

2. 使學生學會運用冷鋒、暖鋒、准靜止鋒與天氣的知識，分析鋒面過境時及過

境後的天氣。 

3. 使學生能聯繫當地的天氣變化，理論聯繫實際，培養學生不斷探求新知識的

精神。 

4. 使學生掌握形成氣候的基本因素，並學會利用這些基本因素分析典型氣候。

認識氣候複雜多樣，學會分析氣候類型、分佈、特點的基本方法。 

5. 使學生正確認識人類活動與氣候之間的相互關係，樹立保護大氣、保護氣候

資源、因地制宜合理利用氣候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為創建有利於人類

活動的氣候環境而努力。 

6. 理解並掌握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分佈、特徵及成因。 

7. 通過閱讀世界各種氣候類型的降水量和氣溫月份分配圖，掌握判斷世界主要

氣候類型的方法，培養學生運用地理資料、圖表去闡述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

力。 

8. 培養學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識人類活動與氣候之間的相互關

係，樹立保護氣候資源、合理利用氣候資源的觀點，為創建有利於人類活動

的更加美好的氣候環境而努力。 

 

二. 教學重點 

1. 影響我國天氣的主要氣團，冷鋒與天氣。 

2. 氣候類型的分析方法。 

3. 人與氣候的關係。 

4. 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分佈、特徵及成因。 

 

三. 教學難點 

1. 鋒面與天氣。 

2. 樹立合理利用氣候資源，保護氣候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的觀點。 

3. 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成因及判斷氣候類型的方法。 

 

四. 教學方法 

讀圖分析法、對比討論法、啟發式談話法，講授法、多媒體綜合教學法。 

 

五. 教學媒體 

天氣視訊短片、氣候視訊短片、香港致力減低溫室效應新聞報導短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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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立法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新聞報導短片、國家氣象局表示本世紀中國氣候會繼

續明顯變暖新聞報導短片、氣團源地和鋒圖、冷鋒與冷鋒天氣圖、暖鋒與暖鋒天

氣圖、鋒面圖解、北京氣溫曲線、降水柱狀圖、地方氣候圖、世界氣候類型分佈

圖、投影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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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教學過程 

共三課時 

第一課時 

教學程

序/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

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及引入

新課 
2 分鐘

 

播放天氣視訊短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氣候視訊短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天氣和氣候的概念及

有關圖片 
3 分鐘 演示課件 

第 五 節 

天 氣 與

氣候 

 

一、 天

氣 和 氣

候 的 概

念 

介紹澳門氣候的特點 5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氣團形成條件及氣團

的分類 
5 分鐘 演示課件 

利用已有中國地理知識和

結合《世界氣團源地和鋒

圖》，引導影響我國冬、夏

季的主要氣團。 

5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鋒面概念 3 分鐘 演示課件 

結合圖片、天氣預報和生活

實際情況，講解冷鋒與天氣
3 分鐘 演示課件 

結合圖片、天氣預報和生活

實際情況，講解暖鋒與天氣
3 分鐘 演示課件 

二、 影

響 天 氣

的 主 要

因素 

結合圖片、天氣預報和生活

實際情況，講解准靜止鋒與

天氣與天氣 
3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和佈置作業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影響我國天氣的主

要氣團，冷鋒與天氣。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看學生是否掌握影響

我國天氣的主要氣

團，冷鋒與天氣等內

容。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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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程序/內

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

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

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及

引入新課 
2 分鐘  

以北京氣溫曲線、降水

柱狀圖，介紹如何分析

一地氣候特點 
8 分鐘 演示課件 

分析造成氣候差異的

最基本因素 -- 太陽

輻射  

10 分

鐘 
演示課件 

分析不同環流形勢

下，氣候有何不同 
8 分鐘 演示課件 

三、 氣候形

成的因素 

分析地面狀況如何影

響局部氣候 
5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氣候對人類活動

的影響 
5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香港致力減低溫

室效應新聞報導短片 
5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美國不會立法減

少排放溫室氣體新聞

報導短片 
5 分鐘 演示課件 

播放國家氣象局表示

本世紀中國氣候會繼

續明顯變暖新聞報導

短片 

5 分鐘 演示課件 

四、 人類活

動和氣候 

講解人對氣候的影響 5 分鐘 演示課件 

 總結 2 分鐘 演示課件 

教學重點： 

1. 人與氣候的

關係。 

 

成果評量：提問

學生，看學生是

否掌握人與氣

候的關係。 

 

學生表現：表現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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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教學程

序/內容 

活動過程說明 

(含教學策略等)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含教學資

源的運用)

教學重點及注意事項

(含評量的運用) 

 
複習上一節課內容

及引入新課 
2 分鐘 

 

講解世界主要氣候

類型的分佈、特徵及

成因 

12 分鐘 演示課件 

講解判斷世界主要

氣候類型的方法： 

（1）根據氣溫曲線

或資料判斷 

（2）根據降水量柱

狀圖或資料判斷 

10 分鐘 演示課件 

課堂練習 10 分鐘 工作紙 

五、 世

界 氣 候

類型 

查 及 講 評 表 格 答

案，隨着教師的講

授，同學們檢查自己

是否做對 

3 分鐘  

教學重點： 

1. 氣候類型的分析方

法。 

2. 世界主要氣候類型

的分佈、特徵及成因。

 

成果評量：提問學生，

看學生是否掌握氣候

類型的分析方法、世界

主要氣候類型的分

佈、特徵及成因。 

 

學生表現：表現良好 

 
提問及總結全章，佈

置作業 
3 分鐘 演示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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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時 

【導入新課】  這一節我們講第五節，天氣與氣候。它是在綜合前四節內容

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概括和總結，並聯繫實際說明氣候與人類之間的關係，是全章

的總結。 

【板書】   第五節    天氣與氣候 

一、 天氣和氣候的概念 

【學生活動】  同學們按照老師的要求已經記

錄了這幾天天氣預報。 

【提出問題】   我們天天在收看天氣預報，今

天天氣和昨天相同嗎？誰來說明最近兩天的天氣

情況？什麼是天氣？ 

學生回答。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天氣視訊短片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氣候視訊短片 

【教師總結】   

1. 天氣：指一個地方短時間內的大氣狀況 

2. 氣候：指一個地方多年的天氣平均狀況 

【提出問題】   我們生活在澳門，那麼澳門的

氣候特徵是什麼？ 

學生回答。 

【老師總結】   夏季高溫多雨，冬季清涼乾爽，

每年都如此，是有規律的，比較穩定的，根據氣象局整理本澳過去一百年的氣象

資料分析﹐本澳過去一百年的氣候條件少有出現極端的氣候，而天氣是瞬息萬變

的。 

【轉折過渡】  那麼什麼因素影響天氣與氣候

呢？ 

【板書】  二、 影響天氣的主要因素 

1. 氣團 

介紹氣團的概念。 

學生看書，畫在書上。 

【投影】  氣團源地和鋒圖 

【提出問題】  氣團定義（概念）中的“廣大範圍＂有多大？ 

【指圖講解】  看圖，整個北太平洋地區，主要是一個熱帶海洋氣團。 

【承轉】  這麼大範圍內溫度、濕度等物理性質均一的大團空氣是怎麼形成

的？ 

介紹氣團的形成。 

【提出問題】  同學們回憶一下，什麼是對流層大氣的主要直接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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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老師講解】  是地面輻射，即對流層大氣的溫度、濕度等物理性

質，主要受地面影響。 

【提出問題，學生討論】  看圖片在陸地和洋面的交界處有沒有氣團形成？

為什麼？如果大團空氣運行到太平洋洋面上空，馬上又移走了，是否形成氣團？ 

【學生回答，老師總結】  在陸地與洋面交界處不可能形成氣團，因為下墊

面性質不均一；大團空氣運行到太平洋洋面上空，馬上又移走了，不會形成氣團。

因為大團空氣要較長時間停留在源地，才能獲得與陸面或洋面一樣的物理性質。

因此，形成氣團的條件： 

【板書】  （1）形成條件：a. 大範圍性質均一的陸面或洋面 

b. 大氣要比較穩定 

例如在熱帶洋面形成暖濕氣團；南極大陸上形成冷而幹的氣團。 

【承轉】  當環流條件發生變化時，氣團要離開源地向其他地區移動，並進行

熱量和水汽的交換。（用圖片介紹） 

【板書】  （2） 影響我國天氣的主要氣團 

【提問、討論】  澳門冬季天氣狀況？澳門夏季天氣狀況？為什麼？受什麼

氣團的影響？ 

【引導提問】  冬夏影響我國的氣團及天氣狀況？ 

【概括總結】  冬季受形成於西伯利亞、蒙古一帶的極地大陸氣團影響，我

國天氣寒冷乾燥；夏季受形成於副熱帶太平洋上的熱帶海洋氣團和來自印度洋的

赤道氣團的控制，給我國帶來豐沛的水汽，影響降水。 

【板書】  a. 冬季：極地大陸氣團 

b. 夏季：熱帶海洋氣團和赤道氣團 

介紹氣團對天氣的影響。 

【聯繫實際】   澳廣視(TDM)天氣預報，華北是一片晴空區。 

在單一氣團控制下，天氣單調，一般為晴朗天氣。 

【小結】   氣團是廣大範圍內溫度、濕度等物理性質均一的大團空氣，影響

我國的主要氣團是極地大陸氣團、熱帶海洋氣團、赤道氣團，在單一氣團控制時，

天氣單調。 

【轉折】   當原有氣團被新移來氣團代替時，天氣變化了，特別是兩種氣團

的交界地區，天氣變化劇烈。冷暖性質不同的氣團相遇，它們中間的交界面——

鋒面。 

【板書】   2. 鋒面 

根據鋒面兩側冷暖氣團的移動方向，可

把鋒分冷鋒、暖鋒、准靜止鋒。 

【板書】   （1）冷鋒與天氣 

【投影】  冷鋒與冷鋒天氣圖 

冷鋒的形成：冷氣團主動向暖氣團移動

的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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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   冷重的冷氣團前緣插入暖氣團的下面，使暖氣團被迫抬升，

在抬升過程中氣溫、降水有什麼特點？ 

學生回答。 

【提問、學生討論】   冷鋒過境為什麼出現較大的風？ 

【學生回答，老師講解】   

【提出問題】   冷鋒過境後，什麼氣團控制該地區？出現什麼天氣？ 

【學生回答，老師總結】   

【板書】   a.天氣狀況：  

(a) 過境時： 雲層增厚，出現雨雪，較大的風 

(b) 過境後： 氣溫下降，氣壓上升，天氣轉好 

【承轉】   根據冷氣團的移動速度，可將冷鋒分為兩類。 

【板書】   b.冷鋒分類： 

(a) 快行冷鋒： 狂風、暴雨、大風、沙暴 

(b) 慢行冷鋒： 連續性降水 

快行冷鋒的形成：冷氣團移來的速度很快，迫使暖氣團急劇抬升。 

【學生討論】   那麼暖氣團急劇抬升過程中出現什麼現象？如果鋒前的暖氣

團較乾燥，又會出現什麼現象？ 

【學生回答，老師總結】   狂風暴雨，出現較大的風、沙暴天氣。 

【實際觀察】   觀察電視臺天氣預報中的冷鋒符號，體會冷鋒過境時、過境

後天氣？ 

【老師總結】   冷鋒在我國活動範圍廣，例如，快行冷鋒可造成我國北方冬

春的大風或沙暴天氣，夏季北方的暴雨，冬季的寒潮。 

慢行冷鋒的形成：冷氣團移來的速度較慢，暖氣團被迫沿冷氣團平穩爬升。 

【提問】   暖氣團平穩爬升過程中出現什麼現象？ 

【學生回答，老師總結】  多產生連續性降水。 

【板書】   （2） 暖鋒與天氣 

暖鋒的形成：暖氣團主動向冷氣團移

動的鋒。 

【投影】  暖鋒與暖鋒天氣圖 

【學生討論】  暖氣團如何爬升？過

境時出現什麼天氣？過境後該地受什麼

氣團控制？天氣如何？ 

【概括總結】   

【板書】   a.天氣狀況：  

(a) 過境時： 雲層加厚，連續性降水 

(b) 過境後： 氣溫上升，氣壓下降，雨過天晴 

暖鋒在我國影響範圍小。 

【板書】  （3）准靜止鋒與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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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討論】  何為准靜止鋒？過境

時天氣如何？ 

【概括總結】  准靜止鋒的形成：冷暖氣團

勢均力敵，或遇地形阻擋，鋒面移動緩慢，或較

長時間在一個地區擺動。 

【板書】  天氣狀況：持續性陰雨連綿的天

氣 

【投影】  鋒面圖解 

介紹影響我國的准靜止鋒。 

夏初：我國長江中下游的梅雨天氣。 

【引入古詩】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冬半年：昆明准靜止鋒，形成冬半年貴陽陰雨冷濕天氣。 

【提問】  無論是暖鋒、冷鋒、准靜止鋒，沿鋒面上升的都是什麼氣團？ 

【學生回答，老師總結】  是暖氣團。它在鋒面附近使天氣變化複雜，冷、

暖鋒過境後天氣轉好。 

【本課小結】  影響天氣變化的主要因素是氣團和鋒面。影響我國天氣的主

要氣團，冬季是形成於西伯利亞、蒙古一帶的極地大陸氣團，在它影響下，天氣

寒冷、乾燥；夏季給我國帶來豐沛水汽的是來自於副熱帶太平洋的熱帶海洋氣團

及來自印度洋的赤道氣團。我國處在中緯地區，鋒面、氣旋活動頻繁，快行冷鋒

造成我國北方夏季的暴雨，冬春大風、沙暴天氣及冬季寒潮，夏初長江中下游的

梅雨，冬半年貴陽的陰雨天氣是准靜止鋒的影響。 

【佈置作業】課本第 88 頁 “問題和練習＂：第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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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複習】  複習有關氣團、鋒面、冷鋒和暖鋒的概念。 

【導入新課】  天氣和氣候有什麼區別和聯繫？ 

【投影】   北京氣溫曲線、降水柱狀圖 

 

【提問】   從圖中你能概括出北京的氣候特徵嗎？你還記得這種氣候的名稱

嗎？（冬季寒冷乾燥，夏季高溫多雨，溫帶季風氣候） 

【提問】   溫帶季風氣候的成因是什麼？（主要是因海陸熱力差異形成的季

風環流）。 

【提問】   從氣溫曲線上看北京冬冷夏熱，從降水柱狀圖上看北京夏秋降水

多，冬春少；你能結合影響氣溫和降水的幾個因素具體分析這些特點的成因嗎？ 

引導學生分析，氣溫影響因素：太陽輻射、大氣運動、地面狀況；降水影響

因素：緯度、大氣環流、海陸位置等幾個方面。 

【小結】   由上面的分析可見氣候要素中氣溫、降水的影響因素大體一致。

通常，描述氣候特徵時我們以描述氣溫降水的特徵為主，其他氣候要素都可從氣

溫和降水狀況分析出來。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氣溫、降水的影響因素中，總結概

括出氣候形成的基本因素：太陽輻射、大氣環流、地面狀況。 

【板書】   三、氣候形成的因素 

1. 太陽輻射 -- 造成氣候差異的最基本因素 

因太陽輻射導致不同緯度上的冷熱差異，這也是引起大氣運動的根本原因。 

【板書】   2. 大氣環流 -- 不同環流形勢下，氣候不同 

在太陽輻射的基礎上形成的大氣環流促進全球水熱交換，使不同環流形勢下

氣候不同。 

【投影】   地方氣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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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倫敦緯度高於北京但冬不冷、夏不熱，全年降水均勻，請從環流

形勢分析兩地差異。 

學生討論回答。 

【板書】   3. 地面狀況 -- 影響局部氣候 

以海陸差異及迎風坡，背風坡氣候差異為例略講。 

【啟發引導】   在三種影響氣候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之各地條件千差萬

別，所以形成了複雜多樣的氣候特徵。根據氣候的分佈、成因、特徵的相似性我

們將世界氣候分為幾種典型氣候，請大家看書第 79～83 頁的圖、表。在初中學

習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熟悉一下各種氣候類型及特點。 

【學生看書】   約 5 分鐘。 

【引導提問】   要記住這麼多氣候類型實在不容易，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其中

的規律，掌握方法。這樣就可以較準確地判斷一個地區的氣候類型了。通過看書，

你認為： 

（1）如何在氣候統計圖（氣溫曲線，降水柱狀圖）上判別一地為何種氣候？ 

（2）用課本第 79 頁的氣候類型表和課本第 83 頁的氣候類型分佈圖分析氣候

成因、分佈區、分佈規律及氣候特徵你認為哪一項最為重要，記住它就可以分析

出其他特點。 

（3）你能否根據上面的提示針對某一幅氣溫曲線圖、降水柱狀圖分析出其他

幾項內容，從而總結出一個分析氣候類型的方法（可據實際情況將上面問題分解

成幾個小問題）。 

學生討論，教師總結。 

根據大家討論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在氣候的分佈、特徵、分佈規律、成因

中，氣候成因是核心，而在這一核心中太陽輻射和大氣環流又是緊密聯繫的。可

以用北半球大氣環流示意圖來說明。在這一基礎上對應繪製一幅北半球氣候類型

分佈規律略圖。這樣某一氣候的緯度，海陸位置，都可對照大氣環流示意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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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因、特徵。如果再配以世界地圖即可分析其分佈區。氣候統計圖中的氣溫曲

線圖和降水柱狀圖則可依據先分析氣溫曲線，再分析降水柱狀圖，最後根據降水

氣溫配置狀況來推斷出其氣候類型。 

由此分析氣候類型的一般步驟是： 

由氣溫曲線、降水柱狀圖分析氣候特點；根據氣候類型分佈規律圖及大氣環

流圖分析這種氣候特點的成因及名稱；並且概括該氣候在世界上的分佈規律。 

實際上各地氣候千差萬別，特別是由於這種

氣候的差異導致人類生產生活方式的差異，以及

由於人類活動導致局部地區的氣候變化都使氣

候更加複雜多樣。而人類活動與氣候的關係，因

涉及到人類發展問題近年來倍受人類關注。 

【板書】   四、人類活動和氣候 

【啟發引導】   請你舉例說明你在日常生活

中是如何感受氣候影響的，哪些生產部門與氣候關係密切，人們的生產、生活對

氣候產生了哪些影響。這些影響導致的氣候變化又如何反過來對人類產生了影

響。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香港致力減低溫室

效應新聞報導短片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美國不會立法減少

排放溫室氣體新聞報導短片 

 

【播放視訊短片】  播放國家氣象局表示本

世紀中國氣候會繼續明顯變暖新聞報導短片 

【講解】   不同氣候條件下人類生產、生活實景；農業生產與氣候；人類對

地表的改造，進而影響氣候及大氣環境，大氣惡化對人類的影響（如植樹造林、

大氣污染、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酸雨等）實

景。 

【討論總結】   從視訊短片的介紹和大家的

討論我們可以認識到：人類生產生活與氣候密切

相關。一方面，人類活動受氣候影響，另一方面

人類通過改變地面及大氣狀況進而影響氣候，變

化的氣候又對人類產生影響。 

【板書】  1. 氣候對人類活動的影響 

2. 人類活動對氣候的影響 

（1）人通過改造地面及大氣狀況進而影響氣候 

（2）人類對氣候影響有良性影響和惡性影響之分 

【啟發引導】   人類活動對氣候的影響多數是在不知不覺中進行的，氣候的

變化有的有利於人類發展，有的則危及人類發展。人類要實行可持續發展必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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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條件向有利於人類的方向發展。下面的例子中你認為哪些是有利的，哪些是

不利的，理由是什麼（從其產生的危害或好處上考慮）。 

①工業生產大量排放 CO2 

②氯氟烴破壞臭氧層 

③酸性氣體形成酸雨 

④愚公移山 

⑤中國西北某城市計畫將城市東南的山體移為平地 

【學生討論，教師總結】   前三個問題書中講得很明確。其中 CO2 增多使全

球變暖是有利還是有害，雖世界已基本有了定論，但仍有不少科學家持相反觀

點。在此舉例俄羅斯專家觀點：全球變暖有利於俄羅斯發展。讓學生從全球的觀

點出發，討論全球變暖的利弊，分析其觀點的片面性。全球農業區多位於濱海地

區，上升的海面會淹沒大部分農田，變暖使蒸發旺盛，氣候變幹糧食減產。特別

是我國地處中緯，將深受其害。通過示例使學生樹立正確的辯證觀點。 

第④⑤兩題為引申分析問題，可引導學生利用正確觀點加以分析，以檢驗教

學效果。 

【啟發引導】   由上面的例子我們可以看到氣候變化會對人類產生深遠影

響，因此保護現有氣候資源十分重要。你覺得應從哪些方面保護大氣環境，使氣

候向有利於人類方向發展，使人類社會可持續發展？你知道我們北京的大氣狀況

如何？我們正在採取哪些措施加以治理？假如你是市長針對現在狀況和你所學

的知識應進一步採取哪些措施？ 

【學生討論】   我國首都北京空氣質量一直處於中度污染狀況，讓學生認識

到污染對其生活的影響，為搞好 08 年北京奧運，北京目前制定汽車尾氣排放標

準，三環以內燃煤改燃氣工程等均是有效的治理措施。最後一個問題讓學生較充

分討論，如家庭爐灶煤煙的治理，建築施工、運輸揚塵等環境污染問題。大家一

致認為應加大輿論監督，提高公眾環保意識。 

【教師總結】   在我們的共同努力下，澳門必定是一個空氣清新，碧水藍天，

氣候宜人的國際化大都市。 

【鞏固，佈置作業】   

①引導學生回憶本節簡單知識結構； 

②讓學生從人與氣候相互關係角度分析中國 1998 年洪災的成因，並提出自己

的防災減災長遠措施。 

【安排觀看視訊短片】  安排同學們課後觀看課件內“臭氧＂視訊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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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複習】  氣候對人類活動的影響和人類活動對氣候的影響 

【板書】   五、世界氣候類型  

1. 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分佈、特徵、成因 

【復習提問】   形成氣候的主要因素？ 

影響氣候的主要因素有：太陽輻射、大氣環流、地面狀況，其中太陽輻射是

形成氣候最基本的因素。 

【投

影】  

大氣環流對氣候起著直接控制作用，氣候在空間分佈上的複雜性，在時間發

展上的多變性，主要是由大氣環流決定的。因為大氣環流進行著熱量和水汽的輸

送與交換，在不同的環流形式下，熱量和水汽的輸送與交換的特點不同，不同季

節、不同年份也有差異，這就造成了氣候的複雜和多變。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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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1）請學生填寫氣壓帶、風帶名稱、風帶風向，強調氣壓帶、風帶要產生季

節移動。 

（2）討論主要氣壓帶、風帶的乾濕狀況。 

（3）請學生填寫北半球各主要氣候類型的名稱，並分析原因。 

【練習】   讀世界氣候類型分佈

圖，掌握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分佈。 

（1） 請學生讀圖說出沿北半球

非洲、歐洲大陸西岸，從赤道到極

地，依次經過的主要氣候類型。 

（2） 請學生讀圖說出沿美洲大

陸西海岸，從赤道到北極和從赤道

到南極，依次經過的氣候類型。 

【小結】   驗證規律：由於太陽

輻射和大氣環流因素的影響，全球氣候類型的分佈應該是有規律的。在此強調地

中海氣候和溫帶海洋性氣候的分佈規律。 

（3） 請學生讀圖說出亞洲東部從赤道到極地，依次經過的氣候類型。 

【小結】   驗證規律：任何事情都不是絕對的，由於大氣環流和海陸熱力性

質差異（地面狀況）因素的影響，所以局部地區氣候有特殊性。季風氣候均分佈

在大陸東部，在亞洲最典型，而在其他大洲，如北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東部，

由於海陸熱力性質差異不像亞洲那麼顯著，所以形成的是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

候。 

【提問】   季風氣候的成因？ 

引導學生回答，季風氣候的成因主要是海陸熱力性質差異，但熱帶季風氣候

特殊，還有 

氣壓帶、風帶的季節移動。 

【總結】  太陽輻射、大氣環流對氣候的作用是全球性的、大範圍的，地面狀

況對氣候的影響是局部的、小範圍的。 

進而引導學生在理解世界主要氣候類型分佈、成因的基礎上，說出各氣候類

型的特徵，然後帶學生讀其氣溫降水柱狀圖，啟發學生歸納總結判斷氣候類型的

主要方法。 

【板書】  2. 判斷氣候類型的方法 

【投影】  分別讀熱帶四種、亞熱帶兩種、溫帶三種氣候類型的氣溫曲線、降

水柱狀圖，提問學生熱帶、亞熱帶、溫帶各氣候類型的最熱月和最冷月均溫，啟

發學生總結氣溫分佈規律，引導分類，然後再讀降水量柱狀圖，根據降水量判斷

氣候類型： 

【板書】  （1）根據氣溫曲線判斷 

（2）根據降水量柱狀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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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注意啟發引導學生歸納總結判斷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方法，培養學

生運用地理資料、圖表闡述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力。而後提示學生特別注意幾點

區別： 

（1）熱帶草原氣候和熱帶季風氣候的區別（強調熱帶季風氣候的典型地區及

季風氣候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2）溫帶季風氣候和亞熱帶季風氣候的區別。 

（3）溫帶季風氣候和溫帶大陸性氣候的區別。 

（4）溫帶海洋性氣候和亞熱帶兩種氣候的區別。 

（5）溫帶海洋性氣候和其他兩種溫帶氣候的區別。 

【課堂總結，佈置作業】  課本第 89 頁 “問題和練習＂：第 4、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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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板書設計 

 

第五節 天氣與氣候 

 

一、 天氣和氣候的概念 

 

二、 影響天氣的主要因素 

1. 氣團 

（1）形成條件： a. 大範圍性質均一的陸面或洋面 

b. 大氣要比較穩定 

（2）影響我國天氣的主要氣團： a. 冬季：極地大陸氣團 

b. 夏季：熱帶海洋氣團和赤道氣團 

2．鋒面 

（1）冷鋒與天氣 

a.天氣狀況： (a) 過境時： 雲層增厚，出現雨雪，較大的風 

(b) 過境後： 氣溫下降，氣壓上升，天氣轉好 

b.冷鋒分類： (a) 快行冷鋒： 狂風、暴雨、大風、沙暴 

(b) 慢行冷鋒： 連續性降水 

（2）暖鋒與天氣 

天氣狀況： (a) 過境時： 雲層加厚，連續性降水 

(b) 過境後： 氣溫上升，氣壓下降，雨過天晴 

（3）准靜止鋒與天氣 

天氣狀況：持續性陰雨連綿的天氣 

 

三、 氣候形成的因素 

1. 太陽輻射 -- 造成氣候差異的最基本因素 

2. 大氣環流 -- 不同環流形勢下，氣候不同 

3. 地面狀況 -- 影響局部氣候 

 

四、 人類活動和氣候 

1. 氣候對人類活動的影響 

2. 人對氣候的影響 

 

五、 世界氣候類型 

1. 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分佈、特徵及成因 

2. 判斷世界主要氣候類型的方法 

（1）根據氣溫曲線或資料判斷 

（2）根據降水量柱狀圖或資料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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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試教評估及反思與建議： 

單

元 
教學目標 

評量標

準 / 內

容 

評量方

式 / 方

法 

教學成效得失 改進建議 

第

五

節 

 

天

氣

與

氣

候 

 

1. 使學生理解天氣與氣候的

區別，氣團的形成及其對天氣

的影響，影響我國天氣的主要

氣團、鋒面的概念、形成。 

2. 使學生學會運用冷鋒、暖

鋒、准靜止鋒與天氣的知識，

分析鋒面過境時及過境後的

天氣。 

3. 使學生能聯繫當地的天氣

變化，理論聯繫實際，培養學

生不斷探求新知識的精神。 

4. 使學生掌握形成氣候的基

本因素，並學會利用這些基本

因素分析典型氣候。認識氣候

複雜多樣，學會分析氣候類

型、分佈、特點的基本方法。 

5. 使學生正確認識人類活動

與氣候之間的相互關係，樹立

保護大氣、保護氣候資源、因

地制宜合理利用氣候資源的

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為創建有

利於人類活動的氣候環境而

努力。 

6. 理解並掌握世界主要氣候

類型的分佈、特徵及成因。 

7. 通過閱讀世界各種氣候類

型的降水量和氣溫月份分配

圖，掌握判斷世界主要氣候類

型的方法，培養學生運用地理

資料、圖表去闡述問題和分析

問題的能力。 

8. 培養學生運用辯證唯物主

義的觀點，正確認識人類活動

與氣候之間的相互關係，樹立

保護氣候資源、合理利用氣候

資源的觀點，為創建有利於人

類活動的更加美好的氣候環

境而努力。 

教

學是否

達到教

學目

標，並為

此而設

計問題

及活動。

通

過觀

察、提問

來進行

教學成

果評量 

與傳統教學設
計相比，本教學設
計採用多媒體教學
軟件的方式制作。
以視訊短片、文字
及圖片等多方面的
形式，來介紹天氣
與氣候。把複雜的
知識，化繁為簡，
既生動又直觀，在
試教過程中，同學
們 的 反 應 都 比 較
好。能達至增大課
堂信息量，強化師
生互動，加強情感
教育的說服力等目
的。 

本教學設計中
眾多視訊短片及圖
片，能吸引住同學
們的注意，使同學
們不會因為覺得課
堂缺乏趣味性而分
心；同時，同學們
在課堂上亦能比較
積極配合老師，老
師能按照教學計劃
完成工作，同學們
能按照老師的安排
完成學習任務。 

在教學過程中
要處理好教師的主
導作用和學生的主
體地位的關係。教
師既要讓學生充分
活動，又要給予恰
當指導，才能充分
發揮學生的潛能。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發 現 有 部
份 同 學 的
理 解 力 較
差，尤其是
許 多 同 學
對 判 斷 氣
候 類 型 這
個 內 容 認
識不足。在
課 堂 上 要
同 學 們 重
點 留 意 判
別 氣 候 類
型 的 步 驟
如下： 

1. 明確該

地是在北

半球，還是

在南半球；

2. 判斷該

地所屬的

熱量帶； 

3. 確定該

地的具體

氣候類型。

    經過

課堂上的

提點後，從

工作紙做

題情況反

映問題已

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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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級 STS 教學活動 -- 全球氣候變暖 

 

一、背景資料： 

“全球氣候變暖＂在當今諸多的環境議題中，可說是最複雜、牽涉最多，也

最不易解清的議題，卻也是地球村現代公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概念。如何在教學

活動中融入此議題，使學生不僅認識“全球氣候變暖＂的特性，還能關切“全球

氣候變暖＂與人類未來的密切關係，進而在面對相關議題時能有自己的觀點與行

動？實在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近來全球氣候變暖現象，在全球媒體持續報導下廣受世人矚目，雖然它只是

全球變遷諸多議題中的一項，但由於具有高度的新聞性，造成的現象較為明顯可

觀察，現有的觀測數據亦相當豐富，因而無論是在引起學習動機與概念理解上都

較易付諸實際的教學活動；而在解釋有關現象時必然會使用的大量數據與圖表，

更是培養學生科學方法與科學過程技能的絕佳材料。 

 

本教學模組的設計，考量了“全球氣候變暖＂的環境議題特性，期望在基本

概念、科學過程技能、科學與技術及社會連結 (S-T-S)、以及環境素養等多重面

向中，學生都能對“全球氣候變暖＂有所體會與成長，並進而發揮見微知著、舉

一反三的功效，對其它全球變遷議題也能具備適當的基本態度與關注。 

 

本教學模組的開發，同時製作配合教學活動

的學生工作紙、學習網頁(請打開您的 CD-ROM，

然後進入 C023\WEB\TC1S6.htm，便可進入學習網

頁)等等，提供師生完整的教學支援，使教師能夠

立即上手運用。 

 

 

二、活動流程： 

1. 同學自己分組，並安排各人的分工； 

2. 抽籤決定各組所代表的國家； 

3. 在本學習網頁內"資源部份"認識數個基本概念； 

4. 根據學生工作紙的安排，大家查找有關資料； 

5. 各組每位成員扮演不同的角色，如組員一為政府代表、組員二為學術界代

表、組員三為民間環保組織代表、組員四為商界代表、組員五為勞工界代表，

課後利用本課件、互聯網及圖書等資料自主學習為主，就其角度去分析全球

暖化這問題，提出自己的意見，並準備與其他同學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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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組每位成員分別以網頁、演示文稿、動畫等方式，相互展示學習內容、學

習過程、學習成果、學習體會，共同總結學習收穫； 

7. 各組各選派一位代表，在課堂上簡單介紹其所代表的國家基本概況，以及全

球氣候變暖現象對其國家會造成什麼影響，並闡明其所代表的國家對保護大

氣環境的政策； 

8. 課堂介紹完畢後，兩星期內學習小組上交以網頁、演示文稿或動畫等大家認

為合適的形式提交結論和活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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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工作紙： 

學生工作紙：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高峰會地區會議計畫書  

 

① 我們是        班第        組，今天的日期是    月     日星期     。  

② 聯合國國際氣候轉變問題委員會今年二月公佈了第四份地球氣候變暖問題的

評估報吿，今次的報吿比二○○一年的上一份報吿悲觀得多。有人形容：如果上

一次的報吿是Wakeupcall（喚醒鬧鐘），那麼今次是Screamingsiren了（十字車與

救護車不斷長鳴的警笛，鳴鑼開道，大叫救命了）。 

 種種證據已毫不含糊地證明氣候系統變暖，在上世紀受到全球暖化影響嚴重

的國家莫不戰戰兢兢、研究對策。聯合國也因此將緊急召開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

高峰會高峰會，世界各國將齊聚一堂，找出最佳的因應對策。而我們身為各國的

代表，必須在出席這個高峰會之前作好功課，凝聚國內共識，才能在高峰會場表

達我們的看法和意見，對人類福祉及國家利益作出貢獻。  

③ 我們是        洲        國的代表，國家位置標明在下圖中；我國的國旗

則貼在圖底的方框中：  

 

④ 我們預定在    月     日星期     前完成這份計畫書，並積極籌備開會。  

⑤ 我們國家的基本資料如下：  

首都：       官方語言：  

國慶日：       面積：  

人口：        國民平均年收入(美元)：  

主要農漁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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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主要產業：  

 

氣候型態簡述：  

 
 

可能受全球暖化現象影響的產業：  

 
 

⑥ 預訂在    月     日星期     第     節課將召開本國的最後一次地區會

議，預定與會者列在下表，我們也預先收集了大家對全球暖化因應方案的可能立

場：  

身分 學號 姓名 可能的立場 

政府代表    

    

    

    

    

    

    

⑦ 我國的最後一次地區會議預定議程如下： 主席： 記錄： 議程：  

⑧ 在開會日那天，我們的每位與會代表身負國人厚望，將準備充份與會，彙整

出我國可能受到衝擊的程度與因應對策；在會議之後，政府代表將帶著我國的意

見前往聯合國參加高峰會。  

⑨ 出席會議的國家分別為： 

秘魯、印尼、中國、日本、菲律賓、澳大利亞、圖瓦盧、俄羅斯、馬爾代夫、美

國、挪威、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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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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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參考資料】 
 

1. 地理課程大綱(1999 年)，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教育暨青年局 

2. 地球概論(第二版)，金祖孟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3. 自然地理學概論(第二版)，潘樹榮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4. 新世紀地球學習百科，約翰．法恩登編著，貓頭鷹出版社 

5. 氣象學，陳世訓等編著，中山大學出版社 

6. 天氣學教程，梁必琪編著，氣象出版社 

7. 氣象學與氣候學(第三版)，周淑貞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8. 現代天氣學原理，伍榮生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9. 中國雲天，束家鑫編著，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10. 天氣與氣候，邁克爾．阿拉貝編著，光明日報出版社 

11. 大氣動力學(上冊)，劉式適等編著，北京大學出版社 

12. 澳門的空氣質素，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環境委員會 

13. 高級中學課本地理上冊(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地理社會室編，人民教育出

版社 

14.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地理 1(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

究所地理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15. 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地理，人民教育出版社地理社會室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16.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聯合招收港澳台、海外華僑、華人及其他外籍學生考試

複習叢書．地理，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編，暨南大學出版社 

17. 中學教學全書．地理卷，柳斌等編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18. 高考 3+X 叢書．地理卷，楊琴等編著，廣東教育出版社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聯合招收華僑、港澳、台灣學生考試．考試大

綱(1998 年)，國家教育委員會考試中心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聯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台灣省學生入學考

試．文科考試大綱(2004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考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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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聯合招收港澳台、海外華僑、華人及其他外籍學生入學

考試複習大綱(2001~2004 年)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聯合招生委員會辦公室 

22.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聯合招收港澳台、海外華僑、華人及其他外籍學生入學

考試複習大綱(2005~2007 年)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聯合招生委員會辦公室 

23. 地科教室：http://topaz.geo.ncu.edu.tw/earth/earth.htm 

24. 澳門地球物理暨氣象局，http://www.smg.gov.mo/ 

25. 中央氣象局資訊服務網站，http://www.cwb.gov.tw 

26. 大氣科學教學輔助資訊，http://www.lib.ncu.edu.tw/~hong/atmhmpg/atmhome.htm 

27. 國家氣候中心，http://ncc.cma.gov.cn/ 

28. 日本國立天文台：http://www.nao.ac.jp 

29. 香港天文台：http://www.info.gov.hk/hko/index.htm 

30. 地理入門：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site-index.htm 

31. 香港地理學會：http://www.hkga.org 

32. 香港教統局地理資源：http://cd.emb.gov.hk/pshe/tc/geography/reference.html 

33. 澳廣視中文台(TDM)新聞報告 

34. 香港無線電視台(TVB)新聞報告 

35. 高中地理上冊(必修)教學錄影帶：人民教育出版社 

 

http://topaz.geo.ncu.edu.tw/earth/earth.htm
http://www.smg.gov.mo/
http://www.cwb.gov.tw/
http://www.lib.ncu.edu.tw/~hong/atmhmpg/atmhome.htm
http://ncc.cma.gov.cn/
http://www.nao.ac.jp/
http://www.info.gov.hk/hko/index.htm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site-index.htm
http://www.hkga.org/
http://cd.emb.gov.hk/pshe/tc/geography/reference.html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08

【第四部份 有關圖片】 

 

一.  教具照片： 

大氣環流演示模型 
 

溫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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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儀 
 

二. 試教過程照片 

 



地球上的大氣 
地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10

三. 上課使用的圖片 

第一節  大氣的組成和垂直分層 

 

  圖 1    地球外部圈層示意圖 

 

 

 

  圖 2    乾潔空氣的組成及其按體積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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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說明： 

縱坐標表示高度，橫坐標表示溫度。  
根據大氣溫度、密度等物理性質在垂直方向上的差異，將大氣分為五層，對

流層、平流層、中間層、暖層和散逸層。  
仔細觀察氣溫曲線。  
對流層大氣熱量大部分來自地面，反而離地愈高氣溫越低，平均上升

1000M，氣溫下降 6℃，對流層的氣溫下降到零下 55℃，對流層有天氣變化現象。

對流層頂到 55—55 公里的範圍內是平流層，平流層氣溫基本不受地面影響，到

30 公里以上氣溫上升到零下 2℃，這是平流層中臭氧大量吸收紫外線的緣故，平

流層氣流平穩，能見度好，對飛行有利。  
中間層是從平流層頂到 85 公里高度範圍內，溫度降低在 80 公里高空處，最

低處可達零下 96℃，也稱為高空對流層。  
從 85 公里高空以上到 800 公里高度範圍內，稱為暖層也叫電離層，因能反

射電波，氣溫隨高度增加，在圖上有虛線表示說明氣溫繼續上升，因為空氣中氮

和氧的原子和分子，大量吸收太陽紫外輻射的結果。  
       散逸層在暖層以上，高度運動的空氣質點，散逸到星際空間去。 

圖 3    大氣的垂直分層和氣溫的垂直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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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氣的垂直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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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氣的垂直分層（中緯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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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對流層大氣的特點 

 

 

圖 7    平流層大氣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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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氣的熱狀況 

 

圖 1    太陽 

 

 

 

圖 2    太陽輻射和太陽常數圖 

 

圖片說明：太陽源源不斷地以電磁波的形式向宇宙空間放射能量，稱為

太陽輻射。在日地平均距離條件下，在地球大氣上界，垂直於太陽光線的 1 平方

厘米面積上，1 分鐘內接受到的太陽輻射能量，稱為太陽常數，它是用來表達太

陽輻射能量的一個物理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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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太陽輻射光譜示意圖 

 

圖片說明：自然界中的一切物體都以電磁波的形式不停地向外傳遞能

量，這種傳遞能量的方式稱為輻射。以輻射的方式向四周輸送的能量稱輻射能。

輻射能的不同，在於電磁波的波長不同。太陽輻射光譜就是太陽輻射能隨波長的

分佈，其規律是從宇宙射線到無線電波，波長逐漸增長。如圖所示，從左至右，

波長由短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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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太陽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圖片說明：各種輻射的波長範圍 

太陽輻射分為可見光區、紫外線區和紅外線區。肉眼看得見的是從 0.4 微米

～0.76 微米的波長，這部分就是可見光。可見光經三棱鏡分光後，成為一條由紅、

橙、黃、綠、青、藍、紫等各種顏色組成的光帶，其中紅光波長最長，紫光波長

最短。其他各色光的波長則依次介於其間。波長長於紅色光波的是紅外線區，紅

外線區的波長大於 0.76 微米。波長短于紫色光波的是紫外線區，紫外線區的波

長小於 0.4 微米。各種波長輻射能力不同，其中可見光區最強，占太陽輻射總能

量的 50％，紅外區次之，占太陽輻射總量的 43％，紫外區最弱，只占太陽輻射

總能量的 7％。 

 

 

圖 5    太陽輻射及地面輻射能隨波長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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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太陽高度角與太陽輻射強度的關係圖 

 

圖片說明：太陽高度角越大，等量的太陽輻射散佈的面積越小，光熱集

中，地表單位上獲得的太陽輻射能量越多，太陽輻射強度就越大。 

 

 

圖 7    大氣對太陽輻射的散射圖 

 

圖片說明：太陽輻射通過大氣遇到空氣分子、塵粒、雲滴等質點時，都

要發生散射。散射的特點有：①散射不像吸收那樣把輻射轉變為熱能，而只是改

變輻射的方向，使太陽輻射以質點為中心向四面八方傳播開來。因而經過散射之

後，有一部分太陽輻射就到不了地面。②散射具有選擇性。在太陽輻射的可見光

中，波長較短的藍色光和紫色光最容易被空氣分子散射，所以晴朗的天空呈蔚藍

色。③早晨日出前、黃昏日落後及陰天，天空仍是明亮的，主要是散射作用的緣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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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圖 

 

圖片說明：假定到達大氣上界的太陽輻射的削弱作用為 100%其中： 

大氣吸收 19% 

大氣吸收和地面反射，散射到宇宙空間 34% 

地面吸收太陽輻射=100%—（19%+34%）=47% 

所以最後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輻射，不到大氣上界的上半，約為 47%。 

另外，53%的太陽輻射是大氣對太陽輻射的削弱作用所造成的，主要原因有： 

1、大氣中的水汽，二氧化碳，臭氧等太陽輻射的吸收，大約消耗 19%。 

2、大氣和地面對太陽輻射的反射：下墊面的反射；如雪，反射 80—90 沙土反射

40—60%，森林反射 10%，耕地反射 15%，瀝青路反射 5—10%。所以頭痛顏色愈

深，吸收愈多，更重要的反射作用是雲層，雲層薄，反射少，雲層厚，反射多，

所以，多雲的陰天，太陽輻射大多被反射掉到達到地面的太陽輻射較少，白天溫

度出不高。 

3、大氣和地面對太陽輻射的散射，塵埃、冰晶，空氣分子等微粒都是散射的質

點，以這些質點為中心向西南方散射，散射改變了太陽輻射方向，被一部分太陽

輻射不能到達地面，太陽輻射是非曲直短波輻射，可見光中波長較短藍色容易被

散射，所以晴天天空是為藍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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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地面對太陽輻射的反射圖 

 

 

圖 10    太陽高度與太陽輻射經過大氣路程長短的關係圖 

 

圖片說明：經大氣削弱後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僅相當於大氣上界的 47

％，但地球上不同緯度又有明顯差別。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太陽高度角。 

 

    太陽高度角不同時，地表單位面積上所獲得的太陽輻射也就不同。這又有兩

方面的原因：①太陽高度角愈小，等量的太陽輻射散佈的面積就愈大，因而地表

面單位面積上所獲得的太陽輻射就愈小。②太陽高度角愈小，太陽輻射穿過的大

氣層愈厚，被大氣的反射、散射和吸收作用削弱的就愈多，因而到達地面的太陽

輻射就愈小。總之，太陽高度與太陽輻射面積呈反比，與太陽輻射經過的大氣路

程呈反比，與到達地面的太陽輻射呈正比。這是太陽輻射有顯著的年變化、日變

化和隨緯度變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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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地面輻射示意圖 

 

 
圖 12    玻璃溫室示意圖 

 

 
圖 13    玻璃溫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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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沒有大氣的月球 

 

 

圖 15    地球上的大氣具有保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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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太陽輻射使地面增溫圖 

 

 

 
圖 17    地面輻射使大氣增溫圖 

 

 

 
圖 18    大氣對地面的保溫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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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大氣的保溫效應圖 

 

圖片說明：長波輻射是地面和大氣之間交換熱量的重要方式。大氣直接

吸收太陽短波輻射很少，它主要靠吸收地面長波輻射而增熱，所以地面是大氣主

要的和直接的熱量來源。 

    大氣中的水汽、二氧化碳均能強烈地吸收長波輻射。據統計約有 75％～95

％的地面長波輻射被大氣所吸收，而且這些長波輻射幾乎在貼近地面 40～50 米

厚的大氣層中就全部被吸收掉。低層空氣吸收了地面輻射以後，又以長波輻射的

方式，層層向上傳遞。 

    地面輻射的方向是向上的，大氣輻射的方向則既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大

氣輻射中向下的部分，因為和地面輻射方向相反，故稱大氣逆輻射。大氣逆輻射

使地面輻射損失的熱量得到一定程度的補償，對地面起到了保溫作用。如果沒有

大氣，近地面的平均氣溫為-23℃。但實際近地面的平均氣溫是 15℃，也就是說

大氣的存在使近地面氣溫提高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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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百葉箱 

 

圖片說明：是一個裏面放有氣象觀測儀器且空氣能流通的箱子。箱內的

儀器包括溫度計、濕度計、最高及最低溫度計等。百葉箱四壁均採用雙層百葉，

箱頂亦為雙層，備有通氣孔以利空氣之流通，箱內外以至於支持箱子的架子均塗

以白漆，藉以反射來自太陽，地面及建築物之輻射熱，箱門應向北開(北半球)，

以免日光直接射入箱內，這樣測出來的氣溫和濕溫就較有代表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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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最高溫度計和最低溫度計 

 

圖片說明： 

最高溫度計：專門用來測定某一時段間隔內(通常為一天)最高溫度的儀器。

溫度計的構造與普通溫度表基本相同，但在水銀球頸部插入一小玻璃管，或將管

口緊縮，當溫度升高時，水銀膨脹，越過狹小之頸部而上升，但溫度下降時，球

部水銀收縮，因頸部狹小，管內之水銀不能隨之降入球部，水銀柱遂在頸部處中

斷而留於管內，故水銀柱頂端所示之溫度即為此一時段間隔內出現的最高溫度。

最高溫度計置於百葉箱內木架上，水平橫置，球部在左，頂端在右。 

最低溫度計：專門用來測定某一時段間隔內(通常為一天)最低溫度的儀器。

最低溫度計為酒精溫度計，在最低溫度計酒精柱內，置一黑色指標，為一長約 2

厘米之兩端呈球狀之玻璃棒，當溫度下降時，酒精收縮，因酒精柱頂之表面張力

作用，指標隨之移動，即向酒精球部後退，當溫度上升時，酒精柱上升，而指標

因無外力推動仍留原處，故指標離酒精球較遠之一端為表示在某一時段間隔內的

最低溫度。最低溫度計置於百葉箱內木架上，水平橫置，球部在左，頂端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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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上海七月份氣溫日變化平均情況與地面熱量收支示意圖 

 

圖片說明：先注意縱坐標表示氣溫，每格表示二度。再看橫坐標表示時

間，每格表示二小時。氣溫最低值在日出後是 25℃，氣溫最高值在下午二時是

31℃。日出在 4：30，日落在 19：30。 

為什麼氣溫最高值在下午 2：00？ 

看地面長波輻射曲線。日出以後，隨太陽高度角的逐漸增大，太陽輻射不斷

增強，地面獲得熱量不斷增多，地面溫度不斷上升，地面輻射不斷增強。大氣吸

收地面輻射，氣溫隨之上升。 

太陽短波輻射最大值在正午，正午後太陽輻射逐漸減弱，但地面長波輻射最

高值在下午 2：00 這是因為地面獲得太陽輻射的熱量仍比地面輻射失去的熱量

多，地面儲存的熱量繼續增多，地面溫度繼續升高，地面輻射繼續增強，氣溫也

繼續升高。（注意氣溫曲線的最高值和地面長波輻射的最高值都是下午二時，說

時了氣溫變化和地面長波輻射的變化趨勢大致是一樣的，這也說明了氣溫變化主

要決定于地面長波輻射的變化）。 

隨著太陽輻射的進一步減弱，地面獲得太陽輻射的熱量開始少於地面失去的

熱量時，也就是地面熱量由盈餘為虧損時，地面溫度達到最高值，地面再將熱量

傳給大氣，需要一段時間，因此午後 2 時左右，氣溫才達最高值。 

注意“o＂點是熱量盈餘和熱量虧損的交點。 

地面獲得的太陽輻射的熱量比地面輻射失去的熱量多，則熱量盈餘，反之，

則熱量虧損。 

熱量盈餘和熱量虧損部分有一個交點；一是與最高氣溫點，另一是與最低氣

溫點，這兩點大致與地面長波輻射曲線的和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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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 

 

 
圖 24    7 月世界等溫線的分佈圖 

 

圖片說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七月最熱，一月最冷，所以等溫線以一月，

七月為代表。仔細觀察一月份等溫線的特點。 

（1）、北半球的等溫線在在陸上向南（低緯）凸出，海洋上是向北（高緯）凸出。 

（2）、世界寒冷中心在北半球西伯利亞地區，極端最低氣溫在南極大陸上。  

    再仔細觀察七月份等溫線的特點： 

（1）、北半球等溫線在大陸上是向北（高緯）凸出，海洋上是向南（低緯）凸出。 

（2）、世界炎熱中心在北回歸線附近的沙漠地區。 

    通過比較，可以得出下列結論： 

一、兩幅氣溫分佈圖，都是赤道向兩極氣溫逐漸降低，說明了太陽直射點的季節

位移。 

二、等溫線並不完全與緯度平行，說明除了太陽輻射原因外，另與海陸分佈，地

形起伏，洋流等因素有關。 

三、圖中南半球等溫線不如北半球彎曲，說明南半球水域廣大，海洋表面物理性

質比陸地簡單，而大陸地形起伏，性質複雜所以彎曲多變。 

四、北半球冬，夏等溫線去向不同，主要是由於海陸的熱力性質差異造成的，冬

季陸地比海洋冷，夏季比海洋熱，因之，一月份等溫線向南凸出，七月份等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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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北凸出。 

五、必須考慮洋流對等溫線分佈的影響（暖流寒流）。 

六、世界最熱的地方——阿濟濟亞，極端最高氣溫在 58℃，這是因為位於沙漠

地帶，受輻熱帶高壓帶和東北信風控制的緣故，最冷處在南極大陸主要是緯度

高，常年在冷高壓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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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氣的運動 
 

 

圖 1    冷熱不均引起的熱力環流圖 

 

 
圖 2    水平氣壓梯度力圖 

 

 

圖 3    在氣壓梯度力和地轉偏向力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風（北半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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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近地面大氣中的風向 

 

 

 

圖 5    大氣的水平運動-風的形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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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海平面等壓線分佈圖 

 

 

圖 7    低氣壓圖 

 

 

圖 8    北半球低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 

 

 

圖 9    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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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06 年 11 月 21 日 14 時地面天氣圖 

 

 
圖 11    龍捲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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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北半球高氣壓場圖 

 

 
圖 13    北半球高氣壓氣流的運動方向圖 

 

 

圖 14    反氣旋控制下的天氣狀況圖 

 

 

圖 15    2006 年 12 月 17 日 20 時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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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氣旋、反氣旋的形成及其天氣圖 

 

圖片說明： 

在上圖表示氣旋在向心輻合和旋轉作用下，高氣壓的空氣向低氣壓吹，你氣

壓的空氣被迫上升，高層空氣輻散在上升的過程中小氣凝結形成雲層，導致降

水，所以，在氣旋來臨時，一般都是壞天氣，在圖上可以看到雨區的圖例。例如，

我國東南部在夏秋季節，沿海多颱風帶來降水，颱風是發源于太平洋熱帶海洋上

的氣旋。 

    上圖為剖面圖，下圖為正面圖。  

    反氣旋中心氣壓高，風從高氣壓吹向低氣壓即風從中心向四周吹去，在地轉

偏向力的作用下，北半球呈順時針方向旋轉向外吹去，形成了反氣旋。圖中黑線

表示實際風向，在反氣旋東部吹偏北風，西部吹偏南風。 

    再看反氣旋中心高氣壓空氣下沉、（高層空氣輻全下沉）下沉空氣乾燥，沒

有降水的條件，所以是好天氣，天氣晴朗，所以我們在廣播中經常聽到，某地在

高氣壓控制下天氣晴，又如長江中下游地區副熱帶高氣壓控制下，那麼天氣一定

是晴熱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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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熱帶氣旋中心途徑記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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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熱帶氣旋信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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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單圈環流圖 

 

 

 

 

圖 20    全球風帶和大氣環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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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全球海平面平均氣溫隨緯度的分佈圖 

 

 

 

 

圖 22    亞洲季風圖 

 

圖片說明：東亞位於世界最大的亞歐大陸東部，面臨世界最大的太平洋，

海陸的氣溫對比和季節變化都比其他任何地區顯著，所以季風現象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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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氣降水 

 

 

圖 1    飽和狀態與氣溫的關係圖 

 

 

圖 2    對流雨圖 

 

 

圖 3    地面狀況對氣流的影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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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鋒面示意圖      圖 5    鋒面雨示意圖 

 

 

 

 

 

 

圖 6    世界年降水量和盛行風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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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全球降水帶分佈圖 

 

 

 

 

圖 8    全球降水量的緯度變化圖 

 

 

 

 
圖 9    全球大氣環流與降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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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熱帶氣旋的典型雲團圖 

 

圖片說明：西北太平洋上的颱風謝柏 (Zeb, 1998)。圖中所見是熱帶氣旋的

典型雲團，像一個旋轉著的圓盤。 

 

 

 
圖 11    颱風的典型垂直剖面圖 

 

圖片說明：一個成熟颱風的典型垂直剖面圖，中央部份就是風眼和眼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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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天氣與氣候 

 

 

圖 1    氣團源地和鋒圖 

 

 

 
圖 2    冷鋒與冷鋒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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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暖鋒與暖鋒天氣圖 

 

 

 

圖 4    鋒面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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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北京氣溫曲線、降水柱狀圖 

 

 

 

圖 6    地方氣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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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世界氣候類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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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作業 

 

 

學生制作的地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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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參加互動氣象講座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