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高二地理选修 2 教案 5 篇 

地理教案设计是改善课堂教学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探索，是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一项必要工作，它可以促进教学的系统化，使老

师掌握讲课节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5 篇人教版高二地理选修2

教案内容，感谢大家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教版高二地理选修 2 教案 1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低层大气的组成成分及其所起的作用;了解大

气垂直分层的依据以及各层大气的特点;通过对图表的分析，训练学生

阅读图表分析问题的技能;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人类活动对大气的

影响，以及各层大气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初步树立人地协调的观念。 

教学建议 

关于大气的垂直分布的教学分析 

本节教材的另一个重点内容是关于大气的垂直分布以及各分层的

特点，特别是对流层和平流层与人类活动关系极为密切，教材讲述的

较为详细，平流层以上部分，包括中间层、热层、外层，教材归纳为

高层大气，这是新教材与以往教材不同之处，教材这样处理，既突出

了重点即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的对流层和平流层，同时又利于学生了

解高层大气中与人类关系较为密切的电离层，至于目前与人类联系相

对较少的其他几层大气，简略处理，减少学习的头绪，详略编排得当，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于各大气层的特征，应该抓住关键环节，即

气温的垂直变化不同引起大气的运动特点各异，对流层大气气温随高

度增加而递减，因此导致大气对流运动显著，由于对流运动，使水汽

易于凝结，而对流层大气固体杂质丰富，因而容易形成降水;平流层大

气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增加，因而空气以水平运动为主，不易产生复杂

多变的天气，利于飞行。由此可以看出每层大气其运动特点都是由于

气温的变化引起的，气温的变化可从教材提供的图像中得以了解。 

关于大气的组成的教学分析 

本节教材介绍的关于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布等知识，是了解大气



环境的最基础知识。其中低层大气的各种组成物质及其对生命活动和

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本节教材的重点内容之一，教材通过表格形式介绍

了低层大气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干洁空气中主要成分的比例关系，从表

中可以看出各主要成分的比例悬殊很大，氮、氧所占的比例非常大，

其他成分所占比例很小，但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二氧化碳及

表格中未涉及的臭氧，它们对地球上的生命活动和自然环境有着重要

作用，这一点教材着重进行了描述，对于低层大气中比例较少的水汽

和固体杂质，主要强调其对地面和大气温度以及大气降水的影响，同

时教材指出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因时因地而异，这与干洁空气有所不

同，这为后面讲述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干预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和

大量排放污染物质导致大气中固体杂质增多，形成大雾天气等天气变

化埋下伏笔。 

教材在介绍人类活动对大气影响时，提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

导致大气中的微量气体二氧化碳增多，而且大气中出现了新的成分如

氟氯烃化合物，而这种成分可以导致臭氧总量的减少，大气中这些微

量成分的变化都会对人类生存的环境构成威胁。由于本节教材使大气

环境这个单元的起始部分，因此教材中没有涉及有关大气中各组成成

分对大气热状况、大气降水等如何起作用，只是将结论描述出来，至

于作用机理留待后面相关章节进行解决。 

人教版高二地理选修 2 教案 2 

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知道天气与气候在 s念上的区别。 

2.记住影响天气的主要天气系统：锋面、低压(气旋)系统、高压

(反气旋)系统。 

3.理解锋面系统的分类，掌握它们对天气的影响。 

4.理解低压系统和高压系统的区别，记住它们对天气的影响。 

(二)能力训练点 

1.通过阅读各类图形，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识图能力。 

2.通过阅读各类图形，使学生学会综合分问题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阅读各类图形，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方法 

1.重点 

锋面分类及对天气的影响。 

2.难点 

锋面气旋的形成及对天气的影响。 

3.疑点 

锋面与气旋如何相互联系形成锋面气旋。 

4.解决办法 

(1)在讲“锋面的分类”时，采用读图分析法，先让同学读图分析

出哪种气团是主动移动的气团，依此来判断锋面的类型。“锋面对天

气的影响”是比较抽象的，主要可采用画图分析法，让同学想象冷暖

气团相遇后出现的天气变化。 

(2)锋面气旋的形成及其对天气的影响，是综合性较强的知识。它

的形成书中并没有写出。因此，可采用画图设问法来寻找事物的内在

联系，逐渐深入问题内部了解其形成的原因，这样可大大降低学习难

度。锋面气旋对天气的影响，可采用综合分析法，通过抓住锋面的概

念、对天气的影响、移动等知识来综合分析问题。 

三、课时安排 

1.5课时。 

四、学生活动设计 

本节学生活动的重点放在画图读图分析问题。通过教师一系列设

问，来指导学生读图，从图中寻找各种事物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及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五、教学步骤 

(一)明确目标 

1.知识目标 

(1)知道冷锋的定义，过境前、过境时、过境后出现的天气现象和

天气变化。(2)知道在冷锋影响下形成的灾害性天气。 



(3)知道暖锋的定义，过境前、过境时、过境后出现的天气现象和

天气变化。(4)知道低压系统的概念及分类。 

(5)记住低压系统对天气的影响。 

(6)知道高压系统的概念。 

(7)记住高压系统对天气的影响。 

2.能力目标 

(1)通过阅途“冷锋与天气”“暖锋与天气”图，学会区分冷锋和

暖锋。 

(2)通过阅读“冷锋天气、暖锋天气”图，学会从图中分析天气现

象。 

(3)通过阅读“锋面气旋”图，学会区分冷锋、暖锋天气系统和低

压、高压天气系统。 

(4)通过阅读“1996 年 1 月 6 日 8 时地面天气”图，使学生学会

区分冷锋与暖锋，研究其对天气的影响，提高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5)通过阅读“1996 年 1 月 31 日 4 时地面天气”图，帮助学生区

分高低气压天气系统，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3.德育目标 

(1)通过阅读各类形式的地图，提高学生把图形语言转换为口语语

言的能力。 

(2)通过地图教学，提高学生分析地理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能力。 

(二)整体感知 

在讲课之前，教师可先播放一段反映冷锋或暖锋、高压或低压的

天气形势预报录像。实际的天气状况配有解说员的解说，可帮助学生

建立天气现象与天气系统的联系。 

(三)重点、难点的学习与目标完成过程 

[新课导入]：[问]：每天电视台都播放“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个名词，可以不可以改成“气候预报”? 

(学生讨论后，教师播放一段天气预报录像。) 

[问]：这个天气预报是预报多长时间内的天气形势? 

[教师]是预报 24—48 小时左右的天气形势，所以只能用“天气”



这个名词来表示。 

[板书]：一、天气与气候的区别 

[教师]：从天气预报中可看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各地天气有明显的

区别，这是因为各地受不同天气系统的影响或处于天气系统不同部位

的缘故。 

任何一个天气系统都是大气环流中相当独立的系统，其生存时间

一般较短，它的形成、移动都会对某地的天气有明显的影响。 

[板书]：二、常见的天气系统 

1.锋面系统 

(1)概念：冷暖气团的交界面叫锋面。 

(2)分类：冷锋、暖锋。 

(看课本第 49 页“冷锋、暖锋与天气”图) 

[教师]：由于冷空气密度大，暖空气密度小。当冷暖气团相遇时，

一般是冷气团在锋面下面，暖气团在锋面上面。所以在锋面附近常伴

有云、雨、大风等天气。 

(在黑板上画出闭合的等压线，让学生填出气压状况并画出两条槽

线，说出该地的气流运动状况。) 

(学生画在图中填注出：低气压，并指出是气旋。见图一) 

(让同学根据风向原理在图中画出A、B、C 三点的风向。见图二表

示水平气压梯度力，表示风向。) 

(A、B 两地吹偏北风——冷空气，C 地吹偏南风——暖空气。) 

[教师]：与低气压相伴的气旋，其水平气流在北半球呈逆时针方向

旋转。由于在低气压不同的部位风向及性质均不同，因而出现冷暖气

流相互追赶相遇的现象。A、B 两地的风都是从北部吹来，所以气温比

较低，属于冷空气;C 地的风来自南部，所以气温比较高，属于暖空气。 

假设 C 地吹南风，当它向北移动时会和 A 地的气流相遇，冷暖空

气相遇就会形成锋面。因为是暖空气主动向冷空气方向移动，所以叫

暖锋。 

假设 B 地吹北风，当它向南移动时会和 C 地的气流相遇，冷暖空

气相遇就会形成锋面。因为是冷空气主动向暖空气方向移动，所以叫



冷锋。 

(教师让学生在图中A、C 之间和B、C 之间画出冷锋和暖锋锋面符

号。见图三) 

(看课本第 49 页“冷锋天气、暖锋天气”剖面图) 

[问]：在冷锋、暖锋天气图中都有暖空气沿锋面爬升，但爬升的原

因不相同，各是什么? 

[教师]：冷气团主动移动的锋是冷锋，暖气团是被动爬升;暖气团

主动移动的锋是暖锋，暖气团是主动地沿着锋面爬升的。 

(看课本第 52 页“1996 年 1 月 6 日 8 时地面天气图”) 

[问]：图中表示的冷锋还是暖锋天气? 

(学生回答：是冷锋天气。) 

[问]：冷锋过境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教师]：当冷锋过境时，随着暖气团的被动爬升而逐渐冷却，其中

水汽容易凝结成云、雨，常出现阴天、下雨、刮风、降温等天气现象。

因为是暖气团被动爬升，所以降水区域在锋后。 

(让学生回答课本第 51 页“活动”的第一题) 

[问]：当冷锋移动到我国东部地区后，内蒙古和青海一带属于冷锋

过境时还是过境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 

[教师]：属于冷锋过境后。这时内蒙古和青海被冷气团控制，气温

和湿度降低，气压升高，天气晴朗。 

[教师]：冷锋对我国的天气影响很大。比如：在夏季会形成狂风暴

雨，在冬季形成寒潮。 

(看课本第 51 页“锋面气旋”图) 

[问]：我国东部的江淮地区是被冷锋还是暖锋控制?过境时会出现

什么天气? 

[教师]：是被暖锋控制。过境时，暖空气主动徐徐爬升，冷却凝结

产生云、雨，降水多发生在锋前，多产生连续性降水。 

暖锋过境后，当地受暖空气控制，气温会升高，气压降低，天气

转晴。 

[板书]： 



[教师]：影响天气的天气系统除锋面外，还有一个气压系统。气压

是影响天气状况的重要因素，风霜雨雪的形成与变化，都与气压系统

及其变化状况密切相关。 

[板书]：2.气压系统 

(1)分类：低压系统、高压系统。 

(看课本第 51 页“锋面气旋”图，让同学指出高压和低压中心) 

(看课本第 50 页“低压系统和高压系统天气图”) 

[问]：高压中心区和低压中心区的气流如何运动? 

在高压和低压系统的控制下，当地会出现什么天气? 

(学生回答：低气压中心区气流辐散下沉，天气晴好。高气压中心

区气流辐合上升，云雨较多。) 

(看课本第 51 页“锋面气旋”图) 

[问]：蒙古和我国新疆东北部受高压系统控制是什么天气? 

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受低压系统控制是什么天气? 

(学生回答：蒙古和我国新疆东北部是晴朗的天气。长江中游地区

会出现云雨天气。) 

(看课本第 50 页“低压槽和槽线”图和第 51 页“高压脊和脊线”

图) 

[问]：什么是低压槽?低气压中心若从气流运动状态来看属于气旋

还是反气旋? 

什么是高压脊?高气压中心若从气流运动状态来看属于气旋还是反

气旋? 

[教师]：低压槽是从低气压区向外延伸的狭长区域，低气压中心属

于气旋。高压脊是从高气压区向外延伸的狭长区域，高气压中心属于

反气旋。 

(让学生在黑板上画出北半球气旋图) 

[问]：在北半球气旋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各吹什么方向的风? 

(学生回答：东南部吹西南风，西南部西北风) 

(看课本第 50 页“低压槽和槽线”图) 

[教师]：所以在低压槽图中，槽线的两侧分别刮偏北风和偏南风。



这样冷暖性质不同的气流在槽线附近相遇形成锋面，形成锋面气旋。 

(看前面的图三) 

[教师]：在气旋槽部形成锋面有暖锋也有冷锋。 

(看课本第 51 页“锋面气旋”图) 

[教师]：锋面气旋是具有锋面的低压系统。我国全年都受温带气旋

影响，主要活动在中高纬度。在此图中有两个锋面气旋，一个分布在

内蒙古北部，另一个分别在长江中游地区。从两个冷锋的移动方向看，

大体上是自西向东移动。从锋面的影响地区来看，我国西部主要受冷

锋影响，东部主要受暖锋影响。 

以影响我国北部的锋面气旋为例，根据暖锋和冷锋分布地区可看

出，华北和东北的南部主要受暖气团的控制，如果暖气团中的水汽充

足而又不稳定，这里可出现弱的降水天气;若气团干燥则为晴见多云天

气。若从西部来的冷空气势力很强，冷锋便会追赶暖锋，致使暖空气

被抬升，华北和东北的南部就会被冷空气占据，气温明显下降，天气

以冷、晴、干为主。 

[板书]：(2)比较 

[教师]：在实际的天气状况中，一个地区的天气是受很多天气系统

综合影响的，但最常见的天气系统是锋面气旋和气压系统。 

(四)总结、扩展 

人教版高二地理选修 2 教案 3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外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塑造。 

2.河流侵蚀地貌和河流堆积地貌。 

3.河流地貌对聚落分布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1.自主学习，分析法、讨论法。 

2.探究与活动，理解沟谷和河谷的演变关系。 

3.利用景观图片分析河流地貌的成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理解事物是发展的，发展既有内部条件，也有外部条件。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河流的侵蚀地貌与堆积地貌。 

2.河流地貌对聚落分布的影响。 

●教学难点 

河流侵蚀的不同类型。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以山岳地貌为例，学习了内力作用对地表形

态的影响。在外力作用中，流水是一种大而普遍的作用。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学--第三节河流地貌的发育(板书)。 

[教师精讲] 

师：河流所形成的地貌，是我们在自然界中所见到的最常见的地

貌种类之一。请看下面两幅图片。 

(出示图片“三峡地貌”“崇明岛”) 

师：以上两幅图片都是河流地貌，但它们的成因相同吗? 

生：成因不同。三峡是长江切割巫山而形成的，是河流的侵蚀地

貌;崇明岛是长江携带的泥沙在河口堆积而成，是河流的堆积地貌。 

师：分析得很正确!这两种地貌都是外力作用--流水作用的结果，

只不过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地貌，让我们首先来认识河流侵

蚀地貌。 

(板书)(一)河流侵蚀地貌 

师：河水在流动过程中，会破坏并带走地表的物质，形成侵蚀地

貌。河流的侵蚀主要有三种类型，由于它们对地表的侵蚀方向不同，

因而对河谷形态的影响也不同。这三种类型是溯源侵蚀、下蚀和侧蚀。 

(播放录像“虎跳峡”或出示图片) 

师：同学们一定为虎跳峡汹涌而澎湃的激流所震撼，湍急的河水

从高处奔流跌落而下，对河谷的岩石有着强烈的冲刷作用。请同学们

讨论一下，这种侵蚀的最终结果会使河谷怎样发展?这是三种类型中的



哪一种? 

生：(讨论后回答)强大的流水作用会侵蚀岩石，使岩石向着河流的

上游方向逐渐消退，这是溯源侵蚀。 

师：非常好。这种侵蚀会使河谷不断向源头方向伸长，从而使河

流向上游方向发育。请大家再看虎跳峡的横剖面图，像英语字母中的

哪个字母? 

生：“V”字形 

师：对!虎跳峡处于长江的上游，在长江的发育过程中处于较晚的

时期，也就是河流发育的初期，河谷的集水面积较小。 

(出示图片“长江三峡”) 

李白的诗《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师：这首诗描写了三峡壮丽的景色，江如奔马，舟若飞箭。请大

家思考：三峡的横断面像英语字母中的哪个呢?这种侵蚀是三种类型中

的哪一类呢? 

生：三峡横断面呈“U”形，属于“下蚀”. 

师：很好!三峡的成因是地壳运动导致构造裂隙，水流顺构造裂隙

强烈侵蚀、下切而形成的，它使河床加深，河谷向纵深方向发展。 

材料：荆江是长江自中国湖北省枝江至湖南省岳阳县城陵矶段的

别称。全长 420 千米，而直线距离仅约 185 千米。河道曲折之程度，

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此，素有“九曲回肠”之称。

每逢汛期，从上游汹涌而至的洪水在这里左冲右突，两岸堤防险象环

生。据史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 450 年间，荆州江河堤防溃口 186 次，

平均不到 3 年一次。 

师：人们常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请同学们看图片和材料思

考讨论，为什么说荆江河段险呢? 

生：(讨论后回答)因为荆江河段特别弯曲，所以水流不畅，容易溃

堤。 

师：说得很好。那么请同学们思考：荆江河段的河流侵蚀属于哪

一种类型呢?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河流侵蚀地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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