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一  气温的测定 

 

实验目的： 

1、知道气象要素，了解气温的概念。 

2、学会独立或合作进行地理观测，正确填写观测记录；掌握阅读地理图表和地

理数据的技能。 

3、初步学会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手段收集地理信息。 

4、尝试从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探究方案，与他人合作，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课前准备： 

准备资料与课件、设计学习任务单、分组 

 

实验过程： 

气温的测定 

1. 普通温度计测定室内即时气温 

准备温度计 

要求： 

1）以小组为单位，测定室内即时温度，填写观测记录， 

2）写出温度计正确使用方法 

2. 查阅学校数字气象站的气温数据 

1）各组根据要求查询记录气温数据 

2）计算日平均气温 

（补充日平均气温概念） 

3. 查询网站获取不同城市气温数据 

要求：以小组为单位，查询 2013 年上海、北京、哈尔滨、海口的相关气温数据 

4. 拓展 

气温是如何影响气压的？ 

推测气压与气温之间的关系，设计实验来验证假设 

 



学习任务单 

 

组员                      

一、记录气象站即时气象数据 

日期                 时间                 

干球温度计 湿球温度计 风向 风速 气压 相对湿度 

      

课后拓展： 

设计一个家庭气象站，选择相关气象观测仪器，设计记录表并做好观测记录

（一个月） 

 

二、记录室内即时气温 

地点：              日期：              时间：           

当时即时气温：            

你认为正确使用温度计要注意哪些方面？ 

                                                                            

                                                                          

                                                                           

                                                                            

 

三、记录上海 2014 年某年某日 24 小时气温数据 

日期               

整点时间 0 点 1 点 2 点 3 点 4 点 5 点 6 点 7 点 

气温（℃）         

整点时间 8 点 9 点 10 点 11 点 12 点 13 点 14 点 15 点 

气温（℃）         

整点时间 16 点 17 点 18 点 19 点 20 点 21 点 22 点 23 点 

气温（℃）         

计算当日日平均气温：         

四、查询并记录 2013 年某市各月平均气温 

城市                    数据来源：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月平均气温（℃）       

月份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月平均气温（℃）       

 

五、课外拓展：气温是如何影响气压的？ 

提出假设： 

                                                                        

                                                                           

 

设计实验验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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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简易气压计的制作 

 

一、概念 

由于地球表面大气的压强，同一时间各地的气压存在着差异，由此会产生压

力差，使空气从高压区域流向低压区域，导致空气的水平运动，即：形成了风,

而空气的运动又会使天气发生变化。可见大气压的变化跟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通过测量大气压的变化情况，就可以大概推断未来天气的变化。 

 

二、活动目标 

1、知道气压和天气变化的关系。 

2、学会制作简单气压计。 

3、学会简单的测量方法。 

 

三、材料和工具 

果酱瓶（平口瓶）一个，饮料瓶（长颈瓶）一个，蓝色（或红色）墨水 

 

四、制作过程 

1、将瓶子倒着放入果酱瓶中，使它被放在果酱瓶的边缘上。长颈瓶的两端不能

接触到果酱瓶的底部。 

2、把长颈瓶取出，将有颜色的水倒入果酱瓶中；使长颈瓶倒置放入果酱瓶中时

水刚好没过颈部。 

3、在果酱瓶的外面水面处做一个标记，标上“水位线”。 

 

五、测量方法 

把气压计放在一个温度不变的地方，在连续的几天内记下水位的每一个变化。 

 

六、实验记录 

日期      

水位      

实验三  简单雨量器的制作 

 

一、概念 

雨量器是用来测量降水量的仪器。 

从云中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或固态降水，在无渗透、无蒸发、无流失情况下，

通过专用的器皿进行收集，测量出其所积聚的水层深度，我们称为降水量。降水

量的单位是毫米。 

 

在气象上，常常通过测量某一段时间内降水量的多少来划分降水强度和等

级。 

1 毫米的雨量，表示在没有蒸发、流失、渗透的平面上，积累了 1毫米深的

水。据国家气象部门规定的降水量标准，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

大暴雨和特大暴雨 6种。 

雨量器是用于测量一段时间内累积降水量的仪器。专业的雨量器有很多种，

有人工的瓶储式，有虹吸的自记式，也有自动的翻斗式等。 

 

二、活动目标 

1、知道降水测量的原理。 

2、学会制作简单实用量雨器。 

3、学会简单的测量方法。 

 

三、材料和工具 

一个大的平底塑料瓶，一些胶布，一个大花盆，一本笔记本，铅笔和尺等。 

 

四、制作过程 

等级 小雨 中雨 大雨 暴雨 大暴雨 特大暴雨 

24小时的

降雨量 

小于10

毫米 

10-25

毫米 

25-50

毫米 

50-100

毫米 

100-200

毫米 

大于 200 毫

米 



实验二  简易气压计的制作 

 

一、概念 

由于地球表面大气的压强，同一时间各地的气压存在着差异，由此会产生压

力差，使空气从高压区域流向低压区域，导致空气的水平运动，即：形成了风,

而空气的运动又会使天气发生变化。可见大气压的变化跟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通过测量大气压的变化情况，就可以大概推断未来天气的变化。 

 

二、活动目标 

1、知道气压和天气变化的关系。 

2、学会制作简单气压计。 

3、学会简单的测量方法。 

 

三、材料和工具 

果酱瓶（平口瓶）一个，饮料瓶（长颈瓶）一个，蓝色（或红色）墨水 

 

四、制作过程 

1、将瓶子倒着放入果酱瓶中，使它被放在果酱瓶的边缘上。长颈瓶的两端不能

接触到果酱瓶的底部。 

2、把长颈瓶取出，将有颜色的水倒入果酱瓶中；使长颈瓶倒置放入果酱瓶中时

水刚好没过颈部。 

3、在果酱瓶的外面水面处做一个标记，标上“水位线”。 

 

五、测量方法 

把气压计放在一个温度不变的地方，在连续的几天内记下水位的每一个变化。 

 

六、实验记录 

日期      

水位      

实验三  简单雨量器的制作 

 

一、概念 

雨量器是用来测量降水量的仪器。 

从云中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或固态降水，在无渗透、无蒸发、无流失情况下，

通过专用的器皿进行收集，测量出其所积聚的水层深度，我们称为降水量。降水

量的单位是毫米。 

 

在气象上，常常通过测量某一段时间内降水量的多少来划分降水强度和等

级。 

1 毫米的雨量，表示在没有蒸发、流失、渗透的平面上，积累了 1毫米深的

水。据国家气象部门规定的降水量标准，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

大暴雨和特大暴雨 6种。 

雨量器是用于测量一段时间内累积降水量的仪器。专业的雨量器有很多种，

有人工的瓶储式，有虹吸的自记式，也有自动的翻斗式等。 

 

二、活动目标 

1、知道降水测量的原理。 

2、学会制作简单实用量雨器。 

3、学会简单的测量方法。 

 

三、材料和工具 

一个大的平底塑料瓶，一些胶布，一个大花盆，一本笔记本，铅笔和尺等。 

 

四、制作过程 

等级 小雨 中雨 大雨 暴雨 大暴雨 特大暴雨 

24小时的

降雨量 

小于10

毫米 

10-25

毫米 

25-50

毫米 

50-100

毫米 

100-200

毫米 

大于 200 毫

米 



1、可以请大人帮忙，用剪刀把瓶颈部分剪下来，剪之前最好先画好线，尽量一

次性剪平直； 

2、把剪下来的锥形部分倒扣在瓶子中，形成一个漏斗。用胶带将漏斗与瓶身固

定好，使其牢固，盛水器口应保持水平、光滑。 

3、用较韧的纸画上刻度，最小每格 1毫米，也可把文所提供的刻度剪下来贴上

去。然后用透明胶带将刻度尺整个固定在瓶身上，以防水湿。 

4、也可以利用小刀等尖锐工具在瓶身上直接刻上刻度，为明显再涂上颜色。 

5、如果找不到平底的塑料瓶，也可以使用底部不平的瓶子，但在使用的时候先

在底部加些水，水面高于底部凸起的部分，直至底面水平，贴刻度纸的时候，“0”

的位置要与水平面对齐。 

 

五、测量方法和步骤 

（一）户外直接测测量法 

1、雨量器应放置在相对开阔、不受障碍物影响的地方，筒口离地面 70 厘米左右，

并保持水平。 

2、把量雨器放入大花盆中，防止水溅出。 

3、应准确记录降水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4、水结束后，应及时读出并记录降水量。读数时，视线要与水面相平。 

（二）实验室模拟测量法 

1、喷水壶模拟降水，记录好时间， 

2、量雨器放在水平桌面上，读出刻度， 

3、换算成 24 小时，折算降雨量，核对降雨等你 

 

六、实验误差处理 

1、直测式雨量器制作比较简单，但实际测量时误差比较大，雨量越小，测量的

精度越差；当雨量小于 1mm 时，几乎无法读数。 

2、为了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就需要把降水量的读数进行“放大”。 

 

 

实验四  太阳高度角与温度 

 

实验目的： 

1、探究光源的照射角度如何影响温度的变化。 

2、掌握绘制图表的基本技能。 

3、模拟地球环境，制作模型。 

 

实验器材： 

书   黑色绘图纸   铅笔   剪刀   尺   钟表  

3 支温度计   量角器    100 瓦的白炽灯 

 

实验步骤： 

1、剪下 3 张 5cm*10cm 的黑色绘图纸。把每张纸对折并黏住两边，做出 3 个纸

袋； 

2、每个纸袋中放入一只温度计； 

3、把装有温度计的纸袋放在合适的位置。使一支温度计与桌面成 90°角，另一

支与桌面成 45°角，第三支水平放置与桌面成 0°。用量角器来确定角度，并用

书支撑温度计。 

4、吧白炽灯放在距离每支温度计球都是 30cm 处。白炽灯在实验过程中不能移

动。 

5、在数据表中记录三支温度计的温度。 

6、打开白炽灯。每隔 1分钟记录一次每支温度计上的读数，共记录 15 次。 

7、 15 分钟后，关闭白炽灯。 

记录表 

时间 
温度/℃ 

0°角 45°角 90°角 

开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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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验分析与结论： 

1、 将 3组实验数据绘制成折线图。 

2、 根据所得数据，位于哪个角度的温度计升温最快，哪个角度的温度计升温最

慢？ 

3、 分析各个温度计分别代表了地球上的哪部分区域？ 

实验五  探究太阳光不同角度照射对温度的影响 

 

实验介绍： 

为了明白太阳在维持地球温度方面的作用，学生将探究地球上不同地区因为

太阳光照射角度差异而获得不同的能量。本实验模拟的是地面温度如何随光照角

度发生变化的。 

 

教学目标： 

1、学生将会学到，地面获得的热量是如何随着光照面积的增大而减弱的。 

2、学生将会计算单位面积获取的热量，并且探究单位面积热量与光照角度之间

的关系，从而理解地球上不同纬度位置的气温差异。 

 

实验材料： 

1、分组：2~3 人为一组 

2、每组一个手电筒、量角器、尺、笔、计算机、有栅格的纸 

教师准备： 

准备好手电筒、量

角器，以及一些有

栅格的空白纸（每

个 栅 格 面 积 以

1cm
2
为宜）。 

不必太在意小组

之间测量数据的

差异，重点是要引

导学生探究光照

角度、光照面积以

及光照强度之间

的相关。 

 

教学过程： 

将实验器具分发给学生。 

向学生演示实验的操作过程，尤其是如何改变

光照角度。 

计算栅格纸上所画的被照射区域的面积（以下

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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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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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3组实验数据绘制成折线图。 

2、 根据所得数据，位于哪个角度的温度计升温最快，哪个角度的温度计升温最

慢？ 

3、 分析各个温度计分别代表了地球上的哪部分区域？ 

实验五  探究太阳光不同角度照射对温度的影响 

 

实验介绍： 

为了明白太阳在维持地球温度方面的作用，学生将探究地球上不同地区因为

太阳光照射角度差异而获得不同的能量。本实验模拟的是地面温度如何随光照角

度发生变化的。 

 

教学目标： 

1、学生将会学到，地面获得的热量是如何随着光照面积的增大而减弱的。 

2、学生将会计算单位面积获取的热量，并且探究单位面积热量与光照角度之间

的关系，从而理解地球上不同纬度位置的气温差异。 

 

实验材料： 

1、分组：2~3 人为一组 

2、每组一个手电筒、量角器、尺、笔、计算机、有栅格的纸 

教师准备： 

准备好手电筒、量

角器，以及一些有

栅格的空白纸（每

个 栅 格 面 积 以

1cm
2
为宜）。 

不必太在意小组

之间测量数据的

差异，重点是要引

导学生探究光照

角度、光照面积以

及光照强度之间

的相关。 

 

教学过程： 

将实验器具分发给学生。 

向学生演示实验的操作过程，尤其是如何改变

光照角度。 

计算栅格纸上所画的被照射区域的面积（以下

图为例）： 

  



首先读出全部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如上图

中有 3个，即 3cm
2
。 

接着，读出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包括全部

在区域内以及部分在区域内的，如上图中有 13 个，

即 13cm
2
。 

最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照射区域的面积： 

（3cm
2
+13cm

2
）/2=8cm

2 

即照射区域的面积为 8cm
2
。 

按照同样的方法，依次将照射角度改为 80°、

70°等（确保手电筒离桌面的高度保持不变），

将实验结果填写在表格中。 

（选作）将得到的数据绘制成曲线图，X 轴为

照射角度，Y轴为照射区域的面积。 

根据学案，测量光照角度与单位面积获取热量

之间的关系。 

回答以下问题，分析实验数据： 

1.将照射角度从 90°慢慢减小到 40°，照射

区域的面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将实验结果类比到地球上的情况。假设赤道

接受到 100%的太阳光，那么南北极呢？南北回归线

呢？ 

3.为什么地球上不同区域接受的太阳光强度

不一样呢？ 

课后作业： 

    让学生根据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判断国家是

不是会受到太阳光的直射。这对气候有何影响？

（用语言加以描述） 

 

 

学习任务单 

探究太阳光不同角度照射影响对温度的影响 

 

问题：太阳光的照射角度对温度有何影响？ 

实验材料：有栅格的空白纸、手电筒、量角器、纸、笔、计算器 

实验过程： 

1.将一张有栅格的空白纸放在桌面上（每个栅格为 1cm
2
），打开手电筒，放置在

离桌面一定高度的位置，利用量角器使手电筒的光垂直照射在桌面的栅格纸上

（即照射角度为 90°）。沿着手电筒在纸上投射的光圈的边缘，画出被照射的区

域（记得在纸上标记“照射角度为 90°的情况下”）。 

计算栅格纸上所画的被照射区域的面积（以下图为例）： 

 

首先，读出全部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如上图中有 3个，即 3cm
2
。 

接着，读出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包括全部在区域内以及部分在区域内的，

如上图中有 13 个，即 13cm
2
。 

最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照射区域的面积： 

（3cm
2
+13cm

2
）/2=8cm

2 

即照射区域的面积为 8cm
2
。 

2.读出栅格纸上所画的被照射区域的面积，并填写在表格中。 

3.在桌面上重新放置一张有栅格的空白纸。 

4. 重复以上操作，依次将照射角度改为 80°、70°等（确保手电筒离桌面的高

度保持不变），将实验结果填写在表格中。 

5.假设一束太阳光的热量为 100 个热量单位，分别计算不同照射角度单位面积获

取的太阳热量，填入表中。  

6.将 90°时的单位面积获取热量定为 100%，计算其他照射角度的获取热量的百

分比。将结果填写在下表中。 



首先读出全部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如上图

中有 3个，即 3cm
2
。 

接着，读出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包括全部

在区域内以及部分在区域内的，如上图中有 13 个，

即 13cm
2
。 

最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照射区域的面积： 

（3cm
2
+13cm

2
）/2=8cm

2 

即照射区域的面积为 8cm
2
。 

按照同样的方法，依次将照射角度改为 80°、

70°等（确保手电筒离桌面的高度保持不变），

将实验结果填写在表格中。 

（选作）将得到的数据绘制成曲线图，X 轴为

照射角度，Y轴为照射区域的面积。 

根据学案，测量光照角度与单位面积获取热量

之间的关系。 

回答以下问题，分析实验数据： 

1.将照射角度从 90°慢慢减小到 40°，照射

区域的面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将实验结果类比到地球上的情况。假设赤道

接受到 100%的太阳光，那么南北极呢？南北回归线

呢？ 

3.为什么地球上不同区域接受的太阳光强度

不一样呢？ 

课后作业： 

    让学生根据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判断国家是

不是会受到太阳光的直射。这对气候有何影响？

（用语言加以描述） 

 

 

学习任务单 

探究太阳光不同角度照射影响对温度的影响 

 

问题：太阳光的照射角度对温度有何影响？ 

实验材料：有栅格的空白纸、手电筒、量角器、纸、笔、计算器 

实验过程： 

1.将一张有栅格的空白纸放在桌面上（每个栅格为 1cm
2
），打开手电筒，放置在

离桌面一定高度的位置，利用量角器使手电筒的光垂直照射在桌面的栅格纸上

（即照射角度为 90°）。沿着手电筒在纸上投射的光圈的边缘，画出被照射的区

域（记得在纸上标记“照射角度为 90°的情况下”）。 

计算栅格纸上所画的被照射区域的面积（以下图为例）： 

 

首先，读出全部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如上图中有 3个，即 3cm
2
。 

接着，读出在照射区域内的栅格数，包括全部在区域内以及部分在区域内的，

如上图中有 13 个，即 13cm
2
。 

最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照射区域的面积： 

（3cm
2
+13cm

2
）/2=8cm

2 

即照射区域的面积为 8cm
2
。 

2.读出栅格纸上所画的被照射区域的面积，并填写在表格中。 

3.在桌面上重新放置一张有栅格的空白纸。 

4. 重复以上操作，依次将照射角度改为 80°、70°等（确保手电筒离桌面的高

度保持不变），将实验结果填写在表格中。 

5.假设一束太阳光的热量为 100 个热量单位，分别计算不同照射角度单位面积获

取的太阳热量，填入表中。  

6.将 90°时的单位面积获取热量定为 100%，计算其他照射角度的获取热量的百

分比。将结果填写在下表中。 



数据表： 

 

实验分析： 

1. 光照射的角度是如何影响单位面积获取的热量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 

 

2. 这个探究实验结论对解释地球上不同纬度位置的地表温度存在差异这个现象

有何提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 

 

 

 

 

组员：                                                  

手电筒的照射面积与照射强度 

照射角度（°） 面积（cm
2
） 单位面积获取的热量 比例（%） 

90   100 

80    

70    

60    

50    

40    

实验六  不同颜色地表吸收热量的差异 

 

实验过程： 

1、利用不同颜色的彩色纸制作信封（一端开口，一端闭合），大小差不多为 12

—15 厘米长，5—7厘米宽。每个信封的大小必须一样。 

2、将温度计放置在一个信封中，一分钟后，记录温度计的读数，当作起始温度。 

3、将白炽灯放在离信封 7厘米的地方。 

4、保持灯与信封的位置不变，每隔 30 秒记录温度计的读数。可持续 5—8分钟，

根据具体的课时而定。 

5、根据以上的操作步骤，利用其他颜色的信封进行实验。 

6、实验过程中，记得准确记录数据。 

7、利用不同颜色的笔，绘制出不同颜色的信封中的温度变化图。 

8、回答以下问题。 

时间 棕色 黄色 白色 黑色 蓝色 绿色 

起始温度     ℃      ℃      ℃      ℃      ℃      ℃ 

0: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数据表： 

 

实验分析： 

1. 光照射的角度是如何影响单位面积获取的热量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 

 

2. 这个探究实验结论对解释地球上不同纬度位置的地表温度存在差异这个现象

有何提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 

 

 

 

 

组员：                                                  

手电筒的照射面积与照射强度 

照射角度（°） 面积（cm
2
） 单位面积获取的热量 比例（%） 

90   100 

80    

70    

60    

50    

40    

实验六  不同颜色地表吸收热量的差异 

 

实验过程： 

1、利用不同颜色的彩色纸制作信封（一端开口，一端闭合），大小差不多为 12

—15 厘米长，5—7厘米宽。每个信封的大小必须一样。 

2、将温度计放置在一个信封中，一分钟后，记录温度计的读数，当作起始温度。 

3、将白炽灯放在离信封 7厘米的地方。 

4、保持灯与信封的位置不变，每隔 30 秒记录温度计的读数。可持续 5—8分钟，

根据具体的课时而定。 

5、根据以上的操作步骤，利用其他颜色的信封进行实验。 

6、实验过程中，记得准确记录数据。 

7、利用不同颜色的笔，绘制出不同颜色的信封中的温度变化图。 

8、回答以下问题。 

时间 棕色 黄色 白色 黑色 蓝色 绿色 

起始温度     ℃      ℃      ℃      ℃      ℃      ℃ 

0: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8:00       

 

 

 

 

 

 

问题： 

1.观察实验数据，不同颜色的信封在吸收热量方面有什么共同点？ 

 

 

2.哪种颜色的信封吸收的热量最多？哪种颜色吸收的热量最少？ 

 

 

3.如果室外有 38°，你会选择穿哪种颜色的衣服？白色或黑色？ 

 

 

4.太阳能热水器应该被涂上哪种颜色以便吸收更多的热量？ 

时间（分钟）

温
度
（
℃
）

实验七  土壤和水如何吸收与释放热量 

 

实验目的： 

由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来验证“海洋和陆地在相同条件下温度变化有所不

同”，从而理解“海陆热力性质差异”比教师“无凭无据”的讲解效果更好。 

 

实验工具：水银温度计、烧杯、三脚架、支架（固定温度计用）各两件，等量的

土壤和水各一份、计时器 

 

安全指南： 

1、使用防护眼镜 

2、对实验材料进行加热时，严格控制时间，以防加热时间过长造成危害 

 

实验步骤： 

1、将土壤放进一个烧杯里，直到装满半个容器。再将水倒入另一个烧杯中，直

到充满半个容器。 

2、将一支温度计插入土壤中，注意土壤应将水银球完全盖住。 

3、对装水的烧杯重复步骤 2。 

4、记录土壤和水的起始温度。 

5、两份实验材料各加热 5分钟后，记录温度。 

6、两份实验材料各放置 15 分钟后，记录温度。 

7、填写实验报告。 

8、根据实验记录，完成实验报告。 

附：实验记录和实验结论 

 起始温度 
加热 5分钟

温度 
升温的幅度

静置 15 分

钟温度 
降温的幅度 

土壤      

水      

实验结论：                                             



7:00       

7:30       

8:00       

 

 

 

 

 

 

问题： 

1.观察实验数据，不同颜色的信封在吸收热量方面有什么共同点？ 

 

 

2.哪种颜色的信封吸收的热量最多？哪种颜色吸收的热量最少？ 

 

 

3.如果室外有 38°，你会选择穿哪种颜色的衣服？白色或黑色？ 

 

 

4.太阳能热水器应该被涂上哪种颜色以便吸收更多的热量？ 

时间（分钟）

温
度
（
℃
）

实验七  土壤和水如何吸收与释放热量 

 

实验目的： 

由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来验证“海洋和陆地在相同条件下温度变化有所不

同”，从而理解“海陆热力性质差异”比教师“无凭无据”的讲解效果更好。 

 

实验工具：水银温度计、烧杯、三脚架、支架（固定温度计用）各两件，等量的

土壤和水各一份、计时器 

 

安全指南： 

1、使用防护眼镜 

2、对实验材料进行加热时，严格控制时间，以防加热时间过长造成危害 

 

实验步骤： 

1、将土壤放进一个烧杯里，直到装满半个容器。再将水倒入另一个烧杯中，直

到充满半个容器。 

2、将一支温度计插入土壤中，注意土壤应将水银球完全盖住。 

3、对装水的烧杯重复步骤 2。 

4、记录土壤和水的起始温度。 

5、两份实验材料各加热 5分钟后，记录温度。 

6、两份实验材料各放置 15 分钟后，记录温度。 

7、填写实验报告。 

8、根据实验记录，完成实验报告。 

附：实验记录和实验结论 

 起始温度 
加热 5分钟

温度 
升温的幅度

静置 15 分

钟温度 
降温的幅度 

土壤      

水      

实验结论：                                             



实验八  地转偏向力的探究 

 

实验目的 

1、探究产生地转偏向力的原因； 

2、理解南、北半球水平运动物体的偏转规律； 

3、掌握水平运动物体偏转方向的判断方法； 

4、能够使用地转偏向力的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5、通过合作学习、课堂实践，自主探究，理解知识。 

 

运用的相关知识 

地转偏向力 

 

对应的教材章节 

沪教版《地理》高一上第一篇《宇宙与地球》——专题 4地球的运动 

 

实验器材和设备 

透明地球仪 15 个；装满墨水的钢笔 15 支；实验记录本。 

 

实验要求 

全班每 2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一个小型充气透明地球仪，一只装满墨

水的钢笔。一位学生在地球仪上对准某根纬线滴一滴蓝墨水，让蓝墨水自上而下

流动利用地球仪模拟地球自转，观察蓝墨水的运动轨迹，另一位学生负责纪录。 

记录人必须根据实验结果填写活动记录表。 

 

 

 

 

 

 

实验记录表 

地理实验记录单 

 

                            实验员           记录员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作图） 实验结论 

1、在地球仪上

北极点沿某根

经线滴一滴蓝

墨水，观察流

动轨迹，并画

下运动轨迹。

  

2、重复步骤

一，修正实验

现象。 

  

3、自行设计完

成探究南半球

地转偏向率规

律实验，并记

录实验结果 

  



实验八  地转偏向力的探究 

 

实验目的 

1、探究产生地转偏向力的原因； 

2、理解南、北半球水平运动物体的偏转规律； 

3、掌握水平运动物体偏转方向的判断方法； 

4、能够使用地转偏向力的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5、通过合作学习、课堂实践，自主探究，理解知识。 

 

运用的相关知识 

地转偏向力 

 

对应的教材章节 

沪教版《地理》高一上第一篇《宇宙与地球》——专题 4地球的运动 

 

实验器材和设备 

透明地球仪 15 个；装满墨水的钢笔 15 支；实验记录本。 

 

实验要求 

全班每 2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一个小型充气透明地球仪，一只装满墨

水的钢笔。一位学生在地球仪上对准某根纬线滴一滴蓝墨水，让蓝墨水自上而下

流动利用地球仪模拟地球自转，观察蓝墨水的运动轨迹，另一位学生负责纪录。 

记录人必须根据实验结果填写活动记录表。 

 

 

 

 

 

 

实验记录表 

地理实验记录单 

 

                            实验员           记录员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作图） 实验结论 

1、在地球仪上

北极点沿某根

经线滴一滴蓝

墨水，观察流

动轨迹，并画

下运动轨迹。

  

2、重复步骤

一，修正实验

现象。 

  

3、自行设计完

成探究南半球

地转偏向率规

律实验，并记

录实验结果 

  



实验九  探究酸雨的形成与危害 

 

实验目的： 

【知识与技能】 

1．理解酸雨形成          2．学会查找、分析、汇总资料。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资料的查阅，让学生了解什么是酸雨和酸雨的成因  

2．通过模拟实验，使学生理解酸雨对大自然的危害  

3．通过小组讨论和交流，共同研究对酸雨的防治措施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在模拟实验中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体会酸雨对自然界的影响 

 

实验过程： 

(一）第一阶段：查阅资料 

将学生分成 4个小组，利用网络资源查阅相关资料，解决以下一系列问题： 

1．什么是酸雨?是什么化学物质使雨变酸?什么是酸度?    

2.描述 pH 值的范围，并列出与 pH 值各个水平相应的东西。    

3.正常雨的酸度是多少?   

4.酸度到什么程度就有危险了?   

5.酸雨的水源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6.我们这个地区的水生植物是否受到酸雨的影响?如果有，到什么程度?    

7.酸雨怎样危害人类?    

（1）酸雨对树木和土壤造成什么影响?   

（2）当湖水和水生植物组织变酸会出现什么情况? 

（3）酸雨对人类有哪些间接危害?有没有与酸雨有关的健康问题?    

（4）酸雨对人们有什么影响?会造成什么后果?   

（5）酸雨对建筑材料和建筑有影响吗?酸雨对铁路、公路和桥梁有什么影响?    

（6）酸雨对金属制品，如机动车、货车、公共汽车以及其他交通工具有什么影

响?    

（7）就经济而言，酸雨造成的影响，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二）第二阶段：实验探究 

1、测定本地某次降水的 pH 值 

实验仪器：大烧杯、玻璃棒、量筒、胶头滴管、pH 计 

实验步骤：每组取刚降落雨水的水样一烧杯，放在实验台上，每隔 45 分钟用 pH

计测定该雨水的 pH 值。数据记录在下列表格中 

测定时间          

pH 值          

实验结束后，画出时间（t）与雨水 pH 值的关系曲线，并讨论解释曲线走势

的原因。 

2、观察金鱼在不同 pH 值水中的活动情况 

实验药品：蒸馏水、98%的硫酸 

实验仪器：玻璃棒、烧杯、量筒、胶头滴管 

实验步骤： 

(1）用硫酸配制 pH=3、5、6 的水各 500Ml,分别注入 800mL 的容器中； 

(2）取自来水 500mL，注入 800mL 的容器中； 

(3）取自来水 500mL，然后放在阳光下暴晒 1小时，再注入 800mL 的容器中； 

(4）将同品种、大小近乎相等的 5条金鱼同时放入上述 5个 800mL 的容器中，观

察金鱼在水中的活动情况，记下金鱼的存活时间。 

烧杯 PH=3 PH=5 PH=6 自来水 暴晒过的自来水 

存活时间      

(三）第三阶段：总结交流 

1.以报告的形式介绍酸雨的起因和造成的影响，小组交流。 

2.结合大气的运动，讨论酸雨的形成，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找到解决酸雨带

来的问题的办法。 

 

小结和反思：各组讨论交流后，教师将活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梳理，进行评价，

撰写活动小结和反思。 



实验九  探究酸雨的形成与危害 

 

实验目的： 

【知识与技能】 

1．理解酸雨形成          2．学会查找、分析、汇总资料。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资料的查阅，让学生了解什么是酸雨和酸雨的成因  

2．通过模拟实验，使学生理解酸雨对大自然的危害  

3．通过小组讨论和交流，共同研究对酸雨的防治措施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在模拟实验中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体会酸雨对自然界的影响 

 

实验过程： 

(一）第一阶段：查阅资料 

将学生分成 4个小组，利用网络资源查阅相关资料，解决以下一系列问题： 

1．什么是酸雨?是什么化学物质使雨变酸?什么是酸度?    

2.描述 pH 值的范围，并列出与 pH 值各个水平相应的东西。    

3.正常雨的酸度是多少?   

4.酸度到什么程度就有危险了?   

5.酸雨的水源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6.我们这个地区的水生植物是否受到酸雨的影响?如果有，到什么程度?    

7.酸雨怎样危害人类?    

（1）酸雨对树木和土壤造成什么影响?   

（2）当湖水和水生植物组织变酸会出现什么情况? 

（3）酸雨对人类有哪些间接危害?有没有与酸雨有关的健康问题?    

（4）酸雨对人们有什么影响?会造成什么后果?   

（5）酸雨对建筑材料和建筑有影响吗?酸雨对铁路、公路和桥梁有什么影响?    

（6）酸雨对金属制品，如机动车、货车、公共汽车以及其他交通工具有什么影

响?    

（7）就经济而言，酸雨造成的影响，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二）第二阶段：实验探究 

1、测定本地某次降水的 pH 值 

实验仪器：大烧杯、玻璃棒、量筒、胶头滴管、pH 计 

实验步骤：每组取刚降落雨水的水样一烧杯，放在实验台上，每隔 45 分钟用 pH

计测定该雨水的 pH 值。数据记录在下列表格中 

测定时间          

pH 值          

实验结束后，画出时间（t）与雨水 pH 值的关系曲线，并讨论解释曲线走势

的原因。 

2、观察金鱼在不同 pH 值水中的活动情况 

实验药品：蒸馏水、98%的硫酸 

实验仪器：玻璃棒、烧杯、量筒、胶头滴管 

实验步骤： 

(1）用硫酸配制 pH=3、5、6 的水各 500Ml,分别注入 800mL 的容器中； 

(2）取自来水 500mL，注入 800mL 的容器中； 

(3）取自来水 500mL，然后放在阳光下暴晒 1小时，再注入 800mL 的容器中； 

(4）将同品种、大小近乎相等的 5条金鱼同时放入上述 5个 800mL 的容器中，观

察金鱼在水中的活动情况，记下金鱼的存活时间。 

烧杯 PH=3 PH=5 PH=6 自来水 暴晒过的自来水 

存活时间      

(三）第三阶段：总结交流 

1.以报告的形式介绍酸雨的起因和造成的影响，小组交流。 

2.结合大气的运动，讨论酸雨的形成，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找到解决酸雨带

来的问题的办法。 

 

小结和反思：各组讨论交流后，教师将活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梳理，进行评价，

撰写活动小结和反思。 



实验十 利用太阳光线测算地理坐标 

 

实验目的： 

1、巩固地球运动知识，并学习利用此知识点用简单的设备测量地理纬度。 

2、能合作制作简单的测量工具。 

3、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探究意识和能力。 

 

实验器材： 

1m 左右的木杆或竹竿、长 2m 左右的绳子、钉子若干；尺、量角器、表、记录单 

 

试验方法： 

    在春分日三人一组，根据教师所给器材和简易步骤自行设计完善实验，解决

实际问题，并做出示意图 

 

实验过程： 

1、选一块平坦开阔的空地，将木杆垂直插入地上。 

2、确定木杆最短影长出现的时间（思考：如何找出最短影长） 

3、通过最短影长出现的时间计算当地的经度（写出计算方法和过程） 

4、根据最短影长的长度计算正午太阳高度角，并写出公式如何通过正午太阳高

度计算当地纬度。 

 

实验结论： 

1、如何找出最短影长（如图）： 以 O点为圆心，以上午某

2、时刻杆影 OA 为半径画弧 AD，并画出 OA 线； 

3、当下午某时刻的杆影末端落到 AD 弧与 B点时，画 OB 线； 

作∠AOB 的角平分线 OC； 

4、第二天当杆影 OE 落到 OC 线上时，就是当地地方时正午 12 点，同时∠OEP 就

是当日的正午太阳高度角。 

可得出正午太阳高度最大时刻的某地所在的经线时刻即为正午 12 点，说明

当地正午 12 点的太阳高度就是该地一日内最大的太阳高度。 

5、利用最短影长出现的时间与北京时间 12:00 的时差，计算当地与 120°E 的经

度差，推算当地经度。 

6、利用已知的木杆长 1米和测出的最短影长通过三角函数计算∠OEP 的度数。 

7、∠OEP=90°--(当地纬度--0°） 

   ∠OEP=90°--当地纬度 

   当地纬度=90°--∠OEP 



实验十 利用太阳光线测算地理坐标 

 

实验目的： 

1、巩固地球运动知识，并学习利用此知识点用简单的设备测量地理纬度。 

2、能合作制作简单的测量工具。 

3、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探究意识和能力。 

 

实验器材： 

1m 左右的木杆或竹竿、长 2m 左右的绳子、钉子若干；尺、量角器、表、记录单 

 

试验方法： 

    在春分日三人一组，根据教师所给器材和简易步骤自行设计完善实验，解决

实际问题，并做出示意图 

 

实验过程： 

1、选一块平坦开阔的空地，将木杆垂直插入地上。 

2、确定木杆最短影长出现的时间（思考：如何找出最短影长） 

3、通过最短影长出现的时间计算当地的经度（写出计算方法和过程） 

4、根据最短影长的长度计算正午太阳高度角，并写出公式如何通过正午太阳高

度计算当地纬度。 

 

实验结论： 

1、如何找出最短影长（如图）： 以 O点为圆心，以上午某

2、时刻杆影 OA 为半径画弧 AD，并画出 OA 线； 

3、当下午某时刻的杆影末端落到 AD 弧与 B点时，画 OB 线； 

作∠AOB 的角平分线 OC； 

4、第二天当杆影 OE 落到 OC 线上时，就是当地地方时正午 12 点，同时∠OEP 就

是当日的正午太阳高度角。 

可得出正午太阳高度最大时刻的某地所在的经线时刻即为正午 12 点，说明

当地正午 12 点的太阳高度就是该地一日内最大的太阳高度。 

5、利用最短影长出现的时间与北京时间 12:00 的时差，计算当地与 120°E 的经

度差，推算当地经度。 

6、利用已知的木杆长 1米和测出的最短影长通过三角函数计算∠OEP 的度数。 

7、∠OEP=90°--(当地纬度--0°） 

   ∠OEP=90°--当地纬度 

   当地纬度=90°--∠OEP 



实验十一 绘制上海市桃浦中学校园平面图 

 

实验目的： 

1、学会使用指南针和皮尺，按照一定的测量标准完成学校各种地理事物尺寸和

方向的测量。 

2、知道地图三要素，根据测量结果进行比例尺的转换，地图方向的确定以及各

种地理事物图例的表示方式。 

3、通过绘制平面图，培养学生对地图的理解能力，应用能力，提高学生三维与

平面的转换能力。 

 

实验器材： 

皮尺（长绳），指南针，绘图用笔，绘图用纸，尺。 

 

实验过程： 

1、校园的测量与记录 

校园测量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测量校园各地理事物的实际长度，另

一部分是测定校园各地理事物的方向，最后记录下所需要的数据，为最后绘制平

面图做准备。校园测量并不是无序的、随意的，一般是由大到小，由主要到次要

进行测量，所以首先测量的是校园的围墙长度和方向，接着是各主要建筑的长度

和方向，最后是花坛、操场等一些较小的地理事物的长度和方向。学生被分成六

组，每组将得到两个测量工具：皮尺和指南针，利用皮尺测量出各种地理事物的

实际长度，利用指南针测定各地理事物与正北方向的夹角。由于测量各地理事物

的长度和方向是绘制校园平面图的基础，也是最关键并且最需要精确测量的部

分，所以给学生 10 课时的时间完成数据的采集工作，教师在一旁指导学生的数

据采集与记录。 

2、校园平面图的绘制（4课时） 

基于前几节课校园地理事物实际长度和方向的测量，以及比例尺的学习，学

生开始校园平面图的绘制工作。平面图的绘制和数据的测量有着相似点，一般也

是由大到小，由主要到次要进行绘制。所以第一步应该根据测量得到的校园整体

实际长度与绘图纸的长度进行对比，从而确定采用比例尺的大小。确定比例尺后，

应该确定图上的方向，一般的地图采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作为整张地图方

向，但是有些地图会加上方向标。对于学生来说，由于测定方向时得到的是各地

理事物与正北方向的夹角，所以地图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作为方向最为

合适和方便。确定地图的比例尺和方向后，整张地图的难点也解决了，学生自行

绘制平面图，教师在一旁指导学生平面图的绘制。 

 

附：学生作品 



实验十一 绘制上海市桃浦中学校园平面图 

 

实验目的： 

1、学会使用指南针和皮尺，按照一定的测量标准完成学校各种地理事物尺寸和

方向的测量。 

2、知道地图三要素，根据测量结果进行比例尺的转换，地图方向的确定以及各

种地理事物图例的表示方式。 

3、通过绘制平面图，培养学生对地图的理解能力，应用能力，提高学生三维与

平面的转换能力。 

 

实验器材： 

皮尺（长绳），指南针，绘图用笔，绘图用纸，尺。 

 

实验过程： 

1、校园的测量与记录 

校园测量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测量校园各地理事物的实际长度，另

一部分是测定校园各地理事物的方向，最后记录下所需要的数据，为最后绘制平

面图做准备。校园测量并不是无序的、随意的，一般是由大到小，由主要到次要

进行测量，所以首先测量的是校园的围墙长度和方向，接着是各主要建筑的长度

和方向，最后是花坛、操场等一些较小的地理事物的长度和方向。学生被分成六

组，每组将得到两个测量工具：皮尺和指南针，利用皮尺测量出各种地理事物的

实际长度，利用指南针测定各地理事物与正北方向的夹角。由于测量各地理事物

的长度和方向是绘制校园平面图的基础，也是最关键并且最需要精确测量的部

分，所以给学生 10 课时的时间完成数据的采集工作，教师在一旁指导学生的数

据采集与记录。 

2、校园平面图的绘制（4课时） 

基于前几节课校园地理事物实际长度和方向的测量，以及比例尺的学习，学

生开始校园平面图的绘制工作。平面图的绘制和数据的测量有着相似点，一般也

是由大到小，由主要到次要进行绘制。所以第一步应该根据测量得到的校园整体

实际长度与绘图纸的长度进行对比，从而确定采用比例尺的大小。确定比例尺后，

应该确定图上的方向，一般的地图采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作为整张地图方

向，但是有些地图会加上方向标。对于学生来说，由于测定方向时得到的是各地

理事物与正北方向的夹角，所以地图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作为方向最为

合适和方便。确定地图的比例尺和方向后，整张地图的难点也解决了，学生自行

绘制平面图，教师在一旁指导学生平面图的绘制。 

 

附：学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