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探索海洋奥秘》

第二节 海海水性质与海水运动

【课程标准要求】

标 准 活 动 建 议

 运用图表，分析海 — 气相互作用及其对全球水、热平衡的

影响。

 简述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说明波浪、潮汐、洋流等海水运动形式的主要成因及其作用。

 围绕“厄尔尼诺现象

利与弊”的辨题，运

用材料，开展辩论。

【设计思路】

本节是本单元重点内容，作为经典的自然地理内容，在新、旧课程中都属

于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范畴。与旧课程相比，新课程赋予它作为基本地理过程

在地理方法、地理思维上无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教学中应凸现这一因素，使之成

为培养学生能力的有效载体。本节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抽象，课本中的插图是

静态图，由于学生的读图能力欠缺，要理解洋流的分布规律需要足够的空间想象

力；二是前后知识联系密切，因洋流的形成与大气的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要理解

这一内容，必须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为此，教学中应注意：使用多媒体，加

强直观性；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合作探究。

【知识构建】

课程标准关于本课的“标准”是“运用图表，分析海 — 气相互作用及其对

全球水、热平衡的影响。简述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及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说

明波浪、潮汐、洋流等海水运动形式的主要成因及其作用。”。其具体要求应该包

括了解海浪、潮汐的形成以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观察思考大潮、小潮的成因。

理解洋流的概念，成因和分类，从洋流分布图上归纳总结出世界洋流的分布规律，

举例说明洋流的地理意义。运用海—气模式图解释海—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

用实例或数据说明海—气相互作用的核心内容，理解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是海

—气相互作用异常时的突出表现，明确该异常表现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教学目标】

1.了解海浪、潮汐的形成以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观察思考大潮、小潮的成

因。

2.理解洋流的概念，成因和分类，从洋流分布图上归纳总结出世界洋流的分布

规律，举例说明洋流的地理意义。

3.运用海—气模式图解释海—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用实例或数据说明海—

气相互作用的核心内容，理解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是海—气相互作用异常时的

突出表现，明确该异常表现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重难点分析】

1．教学重点

依据课程标准，可将本课的教学重点确定为“洋流成因和分类，世界洋流的分

布规律，洋流的地理意义。”，“理解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2．教学难点

世界洋流的分布规律，洋流的地理意义。理解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是海—气

相互作用异常时的突出表现，明确该异常表现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来源:Z。xx。k.Com]

【课前准备】

课前做好学习小组的组建与分工工作。建议每个小组以 4－6 人为宜，每个

小组成员在教室中的座位邻近，可以随时集中起来围坐在一起。每个小组确定 1



名小组长，1 名记录员，1 名发言人，1 名纪检员。提前为每个小组打印好“小

组合作学习研讨过程记录表”（如表 2 所示），以便在讨论过程中及时记录学习情

况。

表 1 小组合作学习研讨过程记录

姓名 在小组中的职责 发言次数 个人观点

×××

【课堂活动设计】

第一部分：新课导入设计

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学情

诊断

调查：关于海水的运动

你知道多少？

学生回答。 了解学生必修 1 已经对洋流

有学习；了解学生预习情况与

学习需求；合理调整教学计

划。

学习

目标

展示

投影学习目标，要求说

出关键词。

①朗读学习目标；

②迅速说出关键词
明确目标，提高学生的有意注

意。

第二部分：新授内容设计

探究活动 1：你知道吗？海水在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下发生的周期性涨落现象，

通常一天观察到两次，白天称为潮、夜晚为汐。杭州湾为三角形海湾，口大内小，

夏秋季节夏季风盛行，加剧潮势，形成钱塘潮。潮汐对人类的影响：提供能源、

旅游资源、带来灾害。请你据图分析八月十八（农历）钱塘大潮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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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来

源:Zxxk.Com]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海水

运动

①播放海浪的视频与投

影杭州湾图。

②展示导学问题：请你

据图分析八月十八（农

历）钱塘大潮形成原

因？

③对学生的学习进程进

行及时指导。

④对交流的成果组织评

议，最后给予准确评价。

①小组内每一位成员先自主学

习，思考教师提出的导学问题。

②小组内交流，讨论，提出新

的疑问。讨论过程中记录员及

时填写“小组合作学习研讨过

程记录表”，如表 1所示。

③小组组长整合每个成员的个

人观点，填写如表 3 所示的比

较表（表 3 中的具体内容预先

留空）。

④2－3 个小组分别投影已经完

成的比较表，并让发言人交流

小组成果，其他组可提出补充

意见，发言人回答其他组成员

的质疑。

通过小组合

作学习，建构

本课的重点

知识，并培养

协作能力。

［内容解析］海浪：概念：通常指海洋中由风引起的一种复杂的海面波动现象。

类型：读图分析风浪与涌浪的联系与区别。

潮汐：概念：海面在天体引潮力作用下发生的周期性涨落现象。白天的海面涨落

称为潮，夜晚的海面涨落称为汐。大潮、小潮的形成：



大潮：日地与月地连线大致在一条直线上时，日月引力叠加，形成大潮。

小潮：日地与月地连线大致垂直时，引潮力最小，形成小潮。

注：由于地球自转，大部分海域一天出现两次涨潮现象。

与人类的关系：海港与海岸工程建设、海上航运与海上军事活动、海洋捕捞与海

水养殖、海水制盐与近海环境污染治理等。可联系潮汐能的利用。

钱塘大潮的形成：①日月地接近在同一直线上，引潮力最大；②杭州湾为喇叭状

河口；③秋季盛行东南风，风助潮势。

探究活动 2：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研讨洋流的运动规律与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洋流

的运

动规

律与

对地

理环

境的

影响。

①投影如下图所示

②展示导学问题：气压带风带

与理想洋流模式（圈内为海

洋，圈外为陆地），在图 1 中

相应位置标示出风带的风

向。，根据图1在图2中画出理

想洋流模式图？洋流的分

类？动手画图简笔画---一个

箭头表示一个洋流，红笔表示

暖流，黑笔表示寒流？画出北

印度洋海区洋流图？先画出

风向，在加箭头表示洋流流

向，图中所示海区盛行南亚季

风，受风力驱动，该海区的洋

流有何季节变化？总结洋流

运动的规律？

①小组内每一位成

员先自主学习，思考教师

提出的导学问题。

②小组内交流，讨

论，提出新的疑问。讨论

过程中记录员及时填写

“小组合作学习研讨过

程记录表”，如表 1 所示。

[来源:学+科+网 Z+X+X+K]

③小组组长整合每

个成员的个人观点，填写

如表 3 所示的比较表（表

3 中的具体内容预先留

空）。

④2－3 个小组分别

投影已经完成的比较表，

教学内容分为太

平洋、大西洋与北印度

洋同时展开，各小组可

自由选择研讨内容（但

小组内必须统一），通

过小组合作学习，建构

本课的重点知识，并培

养协作能力。



③对学生的学习进程进

行及时指导。

④对交流的成果组织评

议，最后给予准确评价。

并让发言人交流小组成

果，其他组可提出补充意

见，发言人回答其他组成

员的质疑。

探究活动 3：沃克环流、厄尔尼诺与拉尼娜对大洋东西两岸环境的的影响。

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海 气

相 互

与 沃

克 环

流

①投影洋流图。

②展示导学问题：南太平

洋赤道附近正常的海水运动？

东西两岸的热量差异导致海面

上空的大气环流，形成沃克环

流？南赤道暖流的的动力是什

么？这个动力发生异常出现的

现象？

③组织评议活动，让不同

观点者发表看法，教师进行评

价。

①阅读图，进行思考与

判断，可以与旁边的同

学小声讨论。

②在自己的学案填写。

让学生自己首先理解

其运动的过程，教师补

充并要充分 的把每一

个过程展示在学生面

前，以加深学生 i其理

解，同国自主讨论，可

以提高效率。

第三部分：课堂总结设计

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堂

总结

①设问：同学们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学到了什么？有

哪些收获？

两位学生总结所学知识，

师生点评

了解学习目标的达成情

况，系统地梳理知识体

系。



②总结：洋流运动规律及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厄尔尼诺

和拉尼娜现象对对全球气

候影响。

【典型例题】读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示意图，完成下列问题。

(1)读图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图中海洋名称是______，图中纬度 8°在

________半球，图中表示厄尔尼诺现象的是________，表示拉尼娜(反厄尔尼诺)

现象的是________。

(2)在上图中首先在字母旁边正确标注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的名称，

然后画出高空与低空的气流运动方向的箭头，完成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模式图。

(3)简述厄尔尼诺现象对图中海洋两侧气候的影响。

(4)图中有一世界著名渔场，说明其名称、形成原因及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

受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