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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旋与反气旋》的教学方法浅析 
马大伟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气旋与反气旋》是中图版高中地理必修一中相对比较抽象、难理解的一个知识点，如何让学生既轻松、又感兴趣的学
习和理解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是教师首要考虑的问题。本文提倡采用视频导入法、读图分析法、理论联系实际法、多媒体展
示法、比较法、归纳总结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策略，既能让学生轻松理解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很好的渗透、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提升，使学生不断完善自身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以很好的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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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旋与反气旋属于常见的天气系统，是比较难学的知识点之

一，如气旋与反气旋的区别、气流运动方向以及形成的过程、锋面

气旋等。如何能使学生对气旋与反气旋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天气的影

响很轻松掌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力求“授之以渔”，

重点在于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不断培养学生独立、高效获取知识

的能力。本文从新课程改革和落实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采取了一

些适宜的教学方法策略，供大家参考。 

一、视频导入法 

学习本课，可以将电影《超级台风》中的有关台风的场面通过

剪辑以后做成短视频，并使用电脑合成和数字处理等高新技术手

段，使台风的场面非常逼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用这个视频

作为课堂的导入，不仅能让学生对台风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而且能

够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观看完视频后，

让学生说出台风主要发生在什么地方（中低纬洋面上）？每年发生

在什么的季节（夏秋）？造成了什么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先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后再指出，影响天气变化的天

气系统除了上节课学习的锋面和气团，还有低压（气旋）系统和高

压（反气旋）系统 ，自然的过渡到《气旋和反气旋》的学习。 

二、读图分析法 

地图和各种图片、图表是地理的第二语言。学习地理一定要重

视地理图片、图表的阅读。本节课中地理图片较多，如低压、高压、

低压槽、高压脊、鞍形气压区等气压图，还有气旋与反气旋、锋面

气旋等图，这时引导学生通过对图片的观察和分析获取相应的知

识，一目了然。在高考中各种图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平时课

堂教学中，善于引导学生观察和分析图表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三、理论联系实际法 

地理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和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我国北方秋季出现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是因

为受（高压）反气旋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夏秋季节

出现的台风，是因为受热带气旋强烈发展而形成的。通过把所学习

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提高了学

生地理实践力的提升。 

四、多媒体展示法 

根据教学内容理解性较强的特点，利用直观的电脑动画来展示

气旋、反气旋自然现象的发生过程，调动学生各种感观参与，引导

学生主动发现、探究，揭示自然规律，并解决实际问题。展示理想

状态下的气压中心，重点分析气压梯度力和水平气流的运动方向；

展示“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逐一介绍高气压、低气压，高压脊，

低压槽，鞍形气压场等五个常见的气压类型；图片展示一个低压系

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气旋的形成，然后展示气旋的动画，并同步

讲解，这样可以使学生对气旋有一个直观生动的印像。 有了对气

旋知识的学习后，再通过多媒体展示讲反气旋和反气旋控制下的天

气，就容易得多了。所以，通过多媒体的辅助，教学定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五、比较法 

教材内容分别介绍气旋、反气旋对天气的影响，在对两者中心

气压、水平气流、垂直气流等特点以及分别带来的天气影响采取比

较归纳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参与行为，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

并将（低压）气旋和（高压）反气旋系统列成表格，引导学生完成，

效果较好。如下表： 

项目 

类型 
气旋 反气旋 

气压状况 低压 高压 

北半球 逆时针方向旋转辐合 顺时针方向旋转辐散 水平气流方

向 南半球 顺时针方向旋转辐合 逆时针方向旋转辐散 

垂直气流方向 上升 下沉 

天气状况 阴雨 晴朗 

举例 
我国东南沿海夏秋季

节的台风 

我国北方秋季秋高气

爽的天气 

六、归纳总结法 

通过对知识的分析探究，在对比法的基础上，对气旋、反气旋

的特征及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理解地理要素

相互作用，动态的分析天气系统的特点，以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体现地理学科综合思维的素养。最后，让学生进行总结得出：气旋：

北逆南顺辐合上升阴雨；反气旋：北顺南逆辐散下沉晴朗。再通过

相应的练习进行巩固本节课的内容。 

总之，适宜的教学方法不仅能让学生很好的理解和学习知识，

还能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多种适宜的教学手段，整合

优质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不断渗透、加强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和提升，这样才

会收获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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