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地理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中地理教案篇一

全球的气压带不管是热力原因形成的，还是动力原因形成的，
高气压带盛行的是下沉气流，在下沉过程中气温不断升高，
水汽的饱和含量不断降低，空气越来越干燥，很难形成降水，
多为晴朗天气。

如热带沙漠地区，全年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盛行下沉气
流，炎热干燥;我国长江流域盛夏的伏旱天气的形成;而在低
气压控制地区，盛行上升气流，上升冷却容易达到过饱和状
态，往往会凝结降雨，形成多雨区，如赤道地区，全年处在
低气压控制下，终年多雨。

02风带

全球的风带包括极地东风带、西风带、信风带，而对降水影
响较大的是西风带和信风带，风带对降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把海洋水汽带到大陆形成降水。

根据风带与大陆的关系，又可以分为迎风岸和背风岸。迎风
岸常常受到风带从海洋上带来的水汽的影响，降水较多;而背
风岸的风从陆地吹向海洋，空气干燥，降水较少。

中纬度的大陆西岸是西风的迎风岸，降水多，如欧洲西部、
南北美洲的西部海岸;低纬度的大陆东岸是信风的迎风岸，降
水多，如马达加斯加东部，澳大利亚东北部。



巴西高原东南热带雨林气候的形成都与信风有关，而西部热
带沙漠气候的形成、热带草原气候的形成则与信风从陆地吹
向海洋有关。

03季风

在季风气候区，冬夏季风的性质不同，对降水的影响也不同。

夏季风从海洋吹向陆地，把大量的海洋水汽带到了陆地上，
就有可能形成降水天气;冬季风从陆地吹向海洋，性质是干燥
的，一般不会形成降水，天气晴朗。

如东亚季风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南亚季风区，
在西南季风影响的季节形成雨季，在东北季风影响的季节形
成旱季。

04气旋、锋面

特殊的大气运动也是形成降水的重要因素，在气旋控制下，
盛行的是旋转上升气流，往往能达到过饱和状态，形成降水，
如中纬度地区就多气旋雨，台风、飓风也带来大量的降水。

在冷暖性质不同的气流交汇地区，往往会形成锋面雨，在锋
面附近暖空气上升也会达到过饱和状态，从而形成降水。在
副极地也会因为东风和西风相汇而形成极锋，形成锋面雨。

我国东部地区的降水就是以锋面雨为主，4、5月份在南部沿
海形成暖锋降水，6、7月份在长江流域形成准静止锋降水，7、
8月份在华北、东北形成冷锋降水。

高中地理教案篇二

【知识与技能】



能说出火山的概念、组成及其形成；

【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模拟实验，能描述火山的形成过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生能够体会自然地理的神奇之美。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火山的组成以及火山的形成。

【教学难点】

火山的形成过程。

三、教学方法

设置情境法、讲授法、演示实验法。

四、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ppt展示一组日本富士山的图片

同学们，上课前老师给大家展示一组图片，大家看看图片上
的地方是哪里？我听到很多同学都认出来了，说是日本的富
士山，很正确，富士山是日本人的象征和骄傲。那同学们知
不知道，富士山是属于我们上节课所学的三种山岳类型中的
哪一类？对，属于火山。这节课，我就一起来具体学习一



下――火山。（板书课题）

（二）新课教学

1、教师做演示实验，模拟火山形成过程：

在桌上放一个锥形瓶，瓶中装适量白醋和洗涤剂，用滴管向
锥形瓶中滴入小苏打溶液。滴入后，瓶内产生泡沫，随着泡
沫的不断增加，溢出瓶外，堆积在锥形瓶周围。

教师做实验时，学生观察实验过程，观察时注意保持安全距
离，解决以下问题：

（1）学生观察后，描述所看到的实验现象。

（2）学生运用初中所学化学知识――酸碱中和反应，解释这
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3）学生类比演示实验的现象及产生的原因，推理火山的形
成过程。

最后，教师总结归纳火山的形成过程：处于底下深处的岩浆，
在巨大的压力作用下，沿着地壳的中央喷出口或管道喷出。

处于底下深处的岩浆，在巨大的压力作用下，沿着地壳的中
央喷出口或管道喷出。这样形成的山体就是火山。如果岩浆
是沿着地壳的线状裂隙流出，往往形成的是宽广的玄武岩高
原。

2、结合课本和实验后的泡沫状态，学生思考并回答：

（1）火山由哪几部分组成？

（2）每个部分分别对应泡沫堆的哪个部位？



3、结合课本，学生回答：火山的规模范围有多大？

（三）巩固拓展

（1）ppt展示我国长白山天池的视频和图片。

（2）介绍活火山、死火山、休眠火山的相关小知识。

（四）小结作业

课下搜集其他火山的相关资料，做成ppt或视频，下节课进行
汇报和分享。

高中地理教案篇三

一般来说，离海洋越近的地区，受海洋的影响越大;距海越远，
海洋水汽难以到达，降水就较少。所以降水分布的普遍规律
是沿海多，内陆少。

比如我国的降水分布规律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以
及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从东部向西降水逐渐减少等，都是受
到海洋远近的影响。

02地形

1.山脉走向与降水

山脉走向对海洋水汽有阻挡作用和引导作用，如果山脉走向
与海洋水汽来向垂直，就会阻挡水汽的进入，使大陆内侧降
水明显减少。

如北美大陆西部，由于科迪勒拉山系南北纵列，与来自太平
洋湿润的西风气流垂直，阻挡了西风的进入，使降水集中在
西部海岸，中东部地区就难以受到西风的影响。



欧洲西部地区，阿尔卑斯山脉呈东西走向，与西风气流来向
一致，有利于海洋湿润气流的进入，降水的分布较广泛，海
洋性特征明显。

我国西北地区除了深居内陆外，也因为受到山岭的层层阻挡，
海洋水汽难以进入，使其更加干旱。

2.迎风坡、背风坡与降水

海洋湿润气流在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山脉的阻挡，就会沿
着迎风坡上升，在一定的高度上冷却达到过饱和状态，出现
凝结降雨，即地形雨。当该气流越过山顶后，在下沉过程中，
温度不断升高，饱和水汽含量不断降低，出现干热的天气，
即雨影区。

山地降水一般比平地多，就是因为山地有促使气流上升的条
件，而平地没有，因此降水较少。

如南美南段，西部是西风的迎风坡，降水多形成海洋性气候;
东部位于背风坡，降水少，形成独特的沙漠气候。我国福建
西部的武夷山降水就要比东部沿海地区多，台湾东部比西部
多，海南岛东部比西部多。

3.地形类型与降水

不同的地形对气流的运行有不同的作用，因此降水的分布也
不同。

平原地形有利于海洋水汽的进入，带来丰富的水汽，降水的
几率较大，如我国的东部平原地区、欧洲中部、美国中东部。

山地的迎风坡在一定的高度上降水较多，背风坡较少;河谷地
带由于地势低，温度高而降水少，如横断山区。



盆地由于地形封闭，周围高山环绕，海洋水汽难以进入，降
水也较少，如塔里木盆地。

高原因为地势高，海洋水汽也难以爬上高原面形成降水，所
以高原上的降水也不多，如东非高原、青藏高原、巴西高原
等，降水都不多。

高中地理教案篇四

一、课标要求与教材分析：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提出本节知识要求：“绘制全球气压带、
风带分布示意图，分析大气运动的规律，说出气压带、风带
的分布、移动规律及其对气候的影响。”依据课程标准的要
求，本节课时的主要内容让学生理解三圈环流及气压带、风
带的形成；掌握气压带、风带的分布及其季节性移动规律，
为后面课时学习“海陆分布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季风环
流”和“气压带风带对气候的影响”两部分内容做好基础铺
垫。“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是第二章中重要的一节，本节
内容在第二章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全球大气运动的规
律需要在前面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运用引起大气运动的根本
原因原理、影响大气水平运动的几种作用力的关系等知识来
分析，而后面的气候类型的判断则也需要由全球大气运动规
律的知识来分析。三圈环流控制着各种形式的大气运动，它
的分布及变化直接影响着天气和气候，因此三圈环流是本节
重点，是关键之关键。为了能让学生掌握气压带、风带的分
布，教师需要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气压带、风带的形成原因，
进而使学生发现气压带、风带的分布规律，以免死记硬背。

二、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由于学生在初中阶段学习由于九年级地理课程开设
的缺失，基础较差，同时高一学生还没有涉及立体几何的知
识，在空间想象能力上较欠缺，再加之理解运动又需要相关



的物理学科知识，由于学生基础知识的欠缺，因此在教学中
学生理解比较困难，这就要求教师要化繁为简，层层推进，
加强讲解便于学生的理解，再通过多媒体的辅助教学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巩固，效果会更好。

三、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理解三圈环流的形成过程；掌握气压带风带的
形成与移动规律。

2.能力目标：绘制三圈环流及气压带风带示意图，培养和提
高学生绘制示意图的地理技能和空间想象能力。

3.情感目标：使学生养成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
惯。

四、重点难点

1.重点：

三圈环流的形成、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及移动过程。

2.难点：

（1）三维空间中高空和近地面的风

（2）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性移动

五、教学方法

采用设问式教学，在一定的情景中提出问题，层层讲解分析，
步步深入。先提出假设条件，通过回顾前面所学知识总结、
得出单圈环流的结论；再否定其中条件之一分析得出三圈环
流的结论；否定其中条件之二，分析得出气压带风带季节移
动的结论。



学生采用探究式学习，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来获取知识、
发展技能、培养能力，在“重新发现”和“重新组合”知识
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强调自主学习。

六、教学手段和用具

讲解分析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

七、教学过程设计

【复习引入】：

复习热力环流，本节知识的讲解及学生的理解需要用到热力
环流的知识，复习有助于学生理解本课的知识。说明太阳辐
射在高低纬度间的热量不均是引起大气运动的根本原因，大
气运动的规律以及对人类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我们本节课
开始学习的知识，引入新课，展示课题“气压带和风带的形
成”。

【板书】：

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

【新课教学】：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认识大气环流的概念及其影响，课件展
示总结板书。

【板书】：

大气环流的概念及影响

【板书】：

气压带、风带的形成与分布



三圈环流的形成(以北半球为例)

【师生探究活动】：

从课本33页“活动”入手，假设条件“地球表面均匀,不考虑
地球的自转”。展示课件，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在
上节课学过热力环流的基础上很实现知识的迁移，完成赤道
与极地之间的热力环流图，得出结论形成单圈环流。

假设条件“若地球表面均匀，且地球自转”。运用多媒体课
件演示，讲解分析说明三圈环流和气压带风带的形成。三圈
环流要把它讲清楚、讲透彻，而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要引导
学生分析认识完成。

【知识小结】：

课件展示“三圈环流的形成（以北半球为例）”知识框图，
引导学生认识总结三圈环流形成的基本原理：“冷热不均使
其动；地球自转使其偏；气压高低定风带。”

【板书】：

冷热不均使其动；地球自转使其偏；气压高低定风带。

【板书】：

气压带、风带的分布

【师生活动】：

课件展示并演示“气压带和风带分布图”，引导学生认识气
压带和风带的分布，明确其位置和范围，各个风带的风向变
化，强调说明气压带和风带是近地面的大气环流状况，引导
学生从图中认识气压带和风带“南北对称，相间分布”空间
分布特点。



【板书】：

南北对称，相间分布

【讲述】：

全球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的规律（略）。

【师生活动】：

指导学生阅读“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图，引导学生认
识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认识总结规律。

【板书】：

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北半球夏季北移，冬季南移；南半球夏季南移，冬季北移。

【课堂练习】：

课件展示习题，指导学生完成。（略）

【课堂总结】：

课件展示知识网络图，总结本课知识。（略）

【课后训练】：

地理填充图册、练习册（略）

高中地理教案篇五

下垫面在局部地区也会对降水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大
气中水汽含量。如果地表植被覆盖率高，或者水面宽广，就



会增大蒸发量，空气中湿度增大，从而增加降水量，反之，
如果地面的植被破坏，水面减少，空气就会变得干燥，导致
降水减少;沿海地区如果海岸曲折有暖流经过，降水也会增多。

如沙漠地区地表干燥，增发量小，降水也很少;在排干沼泽和
湖泊的地区，降水也减少;而在森林地区，湖泊和大型水库附
近，降水明显增多。

02洋流

洋流分为寒流和暖流，暖流有增温增湿的作用，寒流有降温
减湿的作用。欧洲海洋性气候的形成，马达加斯加东部、澳
大利亚东北部、巴西高原东南热带雨林气候的形成都与沿岸
暖流有关，而热带沙漠气候的形成都与寒流关系密切。

南美西海岸的阿塔卡玛沙漠成为世界上最干燥、最狭长、分
布纬度最低的沙漠就是秘鲁寒流的功劳。

03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主要是通过改变下垫面的状况来影响降水，如植树
造林、恢复植被、修建水库和水利工程、退田还湖、扩大水
面和湿地，都将会使空气的湿度增加，降水增多;反之，乱砍
滥伐、过度放牧、破坏植被、围湖造田、开垦排干沼泽，会
使空气湿度减小，降水减少，气候的大陆性增强。另外，人
工降雨也是在干旱季节增加局部地区降水的有效形式。

当然，影响某个地区的降水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各个因素
之间相互发生作用使当地的降水更加复杂，我们在分析的时
候要找到其主导因素，还要从综合的角度全面分析，才能搞
清某个地区的降水类型和特征。

如欧洲西部的海洋性气候降水特征的形成，就是受到海陆位
置、西风、北大西洋暖流、平原与山脉东西走向、地势低平、



海岸曲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