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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海水运动》（第 1 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了解海水运动的形式，洋流的概念和分类 

2、 运用洋流模式图和世界表层洋流分布图，解释世界洋流的分布规律 

3、  能运用气压带和风带图说明风海流的形成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探究并解决问题，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 

2、通过对世界表层洋流分布图的观察与总结，以及对洋流分布图的绘制，引导学生主动去

获取知识，体验解决问题的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读图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3、通过对洋流的成因分析，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激发学生探究地理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兴趣，使学生掌握分析、研究地理问题的方法。 

2、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学习理念和严谨科学的学习态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世界表层洋流的分布规律和成因 

【教学方法】        读图分析法、归纳法、分组讨论法、黑板略图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课型】            新授课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设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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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情境导入） 

“奇妙的海上漂流岛屿” 

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土地，

比利时人卡利鲍·文森特设计了以世界上最大的莲花—大

王莲的叶子作为蓝本的生态城市，这座零碳排放的环保岛

屿被人们称作“新诺亚方舟”。据说它无需任何人为动力，

就能从赤道向两极不断地漂移。 

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态城市无需人为动力就能从赤

道漂向两极呢？ 

 

（讲授新课） 

海水每时每刻都在运动，那么海水运动有哪些形式呢？  

（波浪、潮汐、洋流） 

 

一、 洋流的概念 

（课件出示洋流动态分布图） 

引导学生观察总结出洋流的定义：海水常年比较稳定地

沿着一定方向做大规模的流动。 

关键词：比较稳定   一定方向   大规模 

例：墨西哥湾暖流的径流量是世界陆地径流量的 20多倍。 

 

二、世界表层洋流的分布 

（课件出示“世界表层洋流分布图” ） 

【活动一】 

学生观察思考，分组讨论： 

1、观察太平洋与大西洋，思考同一纬度不同大洋的洋流流

向有什么规律？  

2、同一大洋不同纬度的洋流流向有什么特点？ 

    

（学生讨论期间，教师可做适当的提示） 

     

（总结讨论结果） 

不同大洋同一纬度： 

（1）北半球中、低纬海区形成顺时针的大洋环流   

（2）北半球中、高纬海区形成逆时针的大洋环流    

（3）南半球中、低纬海区形成逆时针的大洋环流 

同一大洋不同纬度：北“8”南“0” （“8”、“0”分别代

表洋流的分布情况，笔画顺序代表洋流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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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请你根据刚刚观察得到的结论将世界表层洋流

的分布画到相应纬度的海区 

 

 

（过渡）那么，世界表层的洋流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分

布规律呢？ 

 

三、世界洋流的成因分析 

（1）盛行风是海洋水体运动的主要动力 

海面  盛行风吹拂  表层海水运动  带动       

下层海水运动 形成   洋流（即风海流） 

（过渡）既然盛行风是洋流运动的主要动力，要掌握洋流

的运动，就要知道地球表面盛行风的分布。 

（课件出示全球气压带和风带模式图，复习前面学习的有

关气压带和风带的知识） 

根据盛行风的分布以及洋流形成模式图，重点讲解由东

北信风和地转偏向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北赤道暖流，而由东

南信风和地转偏向力形成的南赤道暖流以及由西风和地转

偏向力形成的西风漂流则由学生分析得出。 

 

 

（2）受陆地形状的限制和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洋流的运动

方向会发生改变 

如果仅考虑风向和地转偏向力对洋流的影响，洋流不会

形成环流，进而引出补偿流的内容（海水流出海区海水减

少，由相邻海区海水来补充而形成的洋流），在此基础上

讲解洋流不同环流形成的原因。 

 

学生将观察得到的

洋流分布规律画到

标有纬度的空白图

中，并派出学生代

表在黑板上画出自

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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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以上是我们通过观察大西洋和太平洋得出的分布

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洋流分布的成因，那么印度洋

上的洋流分布是否符合这一模式呢？ 

（课件出示“世界表层洋流分布图”与洋流分布模式图） 

观察思考印度洋上的洋流分布是否符合我们得出的规

律？（北印度洋不符合） 

（思考）北印度洋为什么会形成季风洋流呢？ 

原因：北印度洋海区海域面积小，受季风影响显著，夏季

盛行西南风，海水作顺时针方向流动；冬季吹东北风，海

水作逆时针方向流动 

四、洋流的分类 

  观察世界洋流的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洋流，箭

头颜色有所差异，这是按性质划分出来的不同种类的洋流。 

暖流：从水温高的海区流向水温低的海区 

        （从低纬海区流向高纬海区） 

寒流：从水温低的海区流向水温高的海区 

        （从高纬海区流向低纬海区） 

   （强调：寒流和暖流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只能体现大多

数洋流的规律。引导学生观察赤道暖流、赤道逆流、西风

漂流的特殊性） 

（巩固练习）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横跨大西洋到美洲西印度群岛，

共花 37 天的时间；1493 年，他第二次到美洲西印度群岛，

却只花了 20天时间，你知道他两次分别走的是哪一条路线

吗？（课件展示两条路线图） 

（课堂小结）这节课我们主要了解了洋流的概念以及洋流

的分布、成因和分类，那么洋流还有没有其他的成

因呢，洋流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又有哪些影响呢，我

们下次课再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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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了解

洋流不仅可

以按照成因

分类，还可

以按照性质

分类 

 

 

 

 

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洋流

的形成，灵

活运用洋流

分布规律等

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培

养学生的求

异思维与创

新的思维 

【板书设计】             洋流 

一、概念 

二、分布     北半球中低纬——顺时针 

                            北半球中高纬——逆时针            

                            南半球中低纬——逆时针 

北印度洋——冬逆夏顺         

三、分类     按成因：风海流、补偿流 

                            按性质：寒流、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