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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节内容取自必修一《地球的运动》中“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该内容在高中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为后面的水体运动、气

体运动等做铺垫、打基础，也是地理实践力培养的具体实施和形成综合问题分析能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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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情分析] 

高中学生掌握初步的有关物体运动的物理知识，已经知道了地球运

动的基本特征，对某些由地转偏向力作用的地理现象比较熟悉，也因此

对本节内容更容易形成感性认识，便于更好的理解。 

[教学目标] 

1 人地协调观念的培养 

1.1 通过对“洗碗池放水”现象的调查、观看视频、绘制漩涡原理

图，引导学生善于观察身边的地理现象，学会关注身边的地理知识，懂

得地理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 

1.2 通过“崇明岛变迁”实例，使学生知道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类活

动，以及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措施，懂得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

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2 综合思维能力的训练 

2.1 通过课堂引入“洗碗池放水”的引导，在学生的心里埋下一粒

种子：在今后生活中碰到“漩涡”就会产生“这是什么方向旋转？为什

么如此？”的探索欲望。然后他们会发现，“漩涡”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

影响，从而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2.2 通过“崇明岛变迁”实例，分析流水侵蚀作用、流水沉积作用、

地转偏向力等对河流的影响，从而达到训练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目的。 

3 提高学生区域认知能力 

3.1 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崇明岛”等区域的了解，提高学生对区

域的认识，知道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色。 

4 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4.1 通过“红墨水在旋转的雨伞上移动”探究实验，掌握地转偏向

力产生的原因、偏向规律； 

4.2 通过这个实验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观察、描述的综合能力。 

[教学重点] 

1.地转偏向力的偏转规律；2.地转偏向规律的应用 

[教学难点] 

1.地转偏向力的偏转规律 

[教学方法] 

直观引入法、直述讲解法、实验探究法、讨论分析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红色墨水、雨伞、彩色纸箭头 

[教学过程] 

1.教师活动：[导入微课] 

提问“哪些同学为父母分担过家务？”“哪些同学洗过碗？”“洗碗

后放水时水怎么流的？” 

打开视频《神奇的厄瓜多尔》。 

讲述：这水怎么形成了漩涡？而且赤道、北半球、南半球水流运动

方向居然不同！今天我们学习相关知识地球自转地理意义之二——地转

偏向力。 

呈示：课题：地球自转地理意义之二——地转偏向力。 

学生活动：学生参与回答问题，并观看视频。 

设计目的：生活中现象更能激发学生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勤于思

考，善于思考的能力。 

2.教师活动：[讲授微课] 

[步骤一]承转：地转偏向力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偏转有何规律？下

面我们利用雨伞做个实验来探究。 

呈示：实验器材、要求并做简单介绍。请一个学生上台帮助实验，

并呈示以下表格。 

操作要求 实验现象 

（红墨水运动轨迹） 

结果 

（相对初始方向）

结论 

不转动雨伞（代表地球不自转）   

逆时针转动雨伞（代表北半球）   

顺时针转动雨伞（代表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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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合作演示实验，完成上表三步骤，引导学生观看实验现象，完

成学案第一部分“齐探究”，并通过现象得出结果， 后归纳出规律。 

板书：（1）产生原因：地球的自转；（2）偏转规律：南左北右赤道

无纬度越高越显著。 

学生活动：学生仔细观察实验，把实验结果记录下来，并归纳总结

出地转偏向力偏转规律。 

设计目的：通过现场实验，培养学生观察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并

得出地转偏向力“南左北右赤道无”的偏向规律。 

[步骤二] 

教师活动：承转：如何使用地转偏向规律快速的判断物体所偏方向，

我们一般使用左右手法则。 

讲述：讲左右手法则的要点，安排学生完成学案第二部分“练技巧”。 

展示：学生作品，并作适当点评。 

强调：使用左右手法则时掌心朝向自己的眼睛。 

学生活动：学生听老师讲解，并进行绘图练习。 

设计目的：及时绘图练习，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左右手法则”。 

[步骤三] 

教师活动：承转：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前面所说的水漩涡现象了。 

呈示：北半球水漩涡图片，引导学生判断该漩涡所处的南北半球。 

板书：在黑板上绘制一组向内汇聚的箭头。 

提问：这水明明是从四周直直的向中间汇聚的，怎么就变成逆时针

的漩涡了？请讨论分析，并在学案第三部分“善运用”部分，绘图说明

原理。 

请一个学生上台绘制，说明原理。 

学生活动：学生利用学案，讨论完成水漩涡形成示意图的绘制。 

设计目的：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能力、利用原理解释地理现象的能

力。 

[步骤四] 

教师活动：承转：地转偏向力不仅使地表水平运动的物体产生偏向，

而且会影响地表形态。我在查资料时，遇到一个困惑，现在求助于大家。 

播放：“长三角变迁”视频及图片 

提问：崇明岛为什么将与苏北平原相接了呢？大家讨论讨论，待会

请个同学来帮我解惑。 

学生活动：学生观看视频及问题，互相讨论，并积极回答相关问题。 

设计目的：培养学生合作探究能力、运用地理规律的技巧及及语言

表述能力。 

[步骤五] 

布置作业、解释语。 

[教学反思] 

时间比较仓促，知识点不能面面俱到。语言过于平淡，却是激情，

不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深度挖掘不够，习题没有设计层层递增，没有

很好体现“螺旋式提升”。今后在教学中，要做到程序流畅，仪态自然，

练习设计要阶梯式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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