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教学设计  

课题 3.4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 

课程名称 模拟导游 专业名称 旅游服务与管理 

课    时 1 课时 教学对象 18 级酒店管理班 

使用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宫庆伟 主编 《模拟导游》 

 

教学分析 

教材分析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选自高教版中职《模拟导游》教材项目二中的任务三——自然

景观导游的内容，在前面第一个项目中，同学们学习了分析技能的训练，本项目中的自然景

观导游是本教材中讲解技能训练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本节课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掌握气象、

气候景观的形成原因及导游讲解技巧。《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是自然景观导游中的重要部分，

教材详细介绍了气象、气候景观的基础知识，以及气象、气候景观的导游技巧和美学价值。 

学情分析 

学生通过通过项目一以及项目二前两个任务的学习，对模拟导游这门课程有了基本的认

识，具备了一定的分析技能和讲解技能，旅游基础知识掌握不牢，不能很好地将导游技巧融

入讲解中。 

中职学生主要感知风格为触觉型与合作型，对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式课堂不感兴趣，

适合参与式、合作型、任务型为主的学习方式，且已经习惯于超星学习平台的运用与学习，

善于运用平台和网络查找资料、自主学习。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气象、气候景观的概念。 

          2.熟悉几种主要气象、气候景观的形成原因和科普知识。 

          3.掌握气象、气候景观的导游技巧。         

能力目标： 能够通过小组合作、自主学习，培养自己的探究能力，掌握气象、气候景观的导

游技巧。 

情感目标：提高学生的职业认知和职业认同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雾凇、佛光、蜃景等气象、气候景观的成因，熟悉并能掌握气象、气候

景观的导游讲解技巧。 

教学难点：对气象、气候景观成因的真正理解，把握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技巧。 

教学策略 

设计理念 

依据“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理念，结合学生特点，本节课中我以学生自主探究

为中心，在各个环节中不断地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思考；同时借助学习通平台、微课、

动画视频信息化教学手段，将气象、气候景观的相关抽象知识点形象化、可视化。学生则通

过自主学习、观察分析、团队合作的方法，自主感悟和理解气象气候景观的科普知识，并通

过团队合作的形式掌握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技巧。 

资源准备及教学方法 

（1）资源准备：课前任务书发布微课视频，超星平台的使用、动画视频 

（2）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法、小组合作探究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 

教学流程： 

课前： 

一、学生分组 

二、发布课前任务。 

1. 观看微课视频，了解我国的气候类型及特点； 

2. 查找网络资源，完成任务书表格，上传至学习通 

课中： 

课堂导入   

1.复习旧识；2.情境导入新课。 

探求新知   

探究一：气象、气候的概念以及我国的气候类型       探究二：冰雪、雾凇奇观     

  探究三：佛光奇观     探究四：蜃景奇观         探究五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技巧 

总结评价 

课后 

团队合作，查找资料，编写导游词。 

每位同学课后完善资料，并传至学习通。 

教 学

环 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 

意图 



课 

前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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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分组 

二、发布课前任务。 

1、观看微课视频，了解我国的气候类

型及特点； 

2、在学习通平台发布任务：查找网络

资源了解雾凇、佛光、蜃景的成因，并

上传至学习通。 

1. 观看微课

视频，学习我

国的气候类

型及特点 

 2. 通过查找

网络资源，完

成任务书：查

找雾凇、佛

光、蜃景的成

因，上传至学

习通。 

 

学生课前动主动学习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导 

入 

新 

课 

 

 

【导入】 

1. 复习上节课所学的知识内容 

生物景观导游技巧有哪些？ 

2.情境导入 

教师出示案例：小马带领旅游团游览山

东蓬莱。 

提问：1）海市蜃楼是什么景观？2）它

是如何形成的？3）作为导游应如何进

行此类景观的导游讲解？ 

教师提出问题，引出新授课题。 

学生思考回

答 

 

学生思考案

例，带着任务

学习新课 

帮助学生迅速回忆上堂课旧

识，利于本堂课教学的展开。 

案例导入，吸引学生兴趣。 

 

 

探 

究 

新 

 

【新授】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 

探究一：气象、气候的概念以及我国

的气候类型 

1）跟学生一起回忆初中地理知识中关

于气象、气候的概念 

2）教师开通教学平台提问环节，学生

 

 

 

 

 

学生回忆 

回答 

学生通过课

 

 

 

 

 

 

检测学生的预习效果，通过学习

通平台的运用，可以关注到每一

位学生。 

 

 



知 

 

回答我国有哪些气候类型。 

3）请学生小组讨论：请学生举例说明

由于气候类型的差异性，不同地域的人

更喜欢去什么地方旅游。 

4）教师总结，对各小组表现打分评价。 

前微课学习，

课中通过平

台完成测试 

 

学生小组讨

论，请小组代

表回答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及语言表

达能力 

 

探究二：冰雪、雾凇奇观 

一、冰雪景观 

图片展示几组唯美的冰雪景观图片，提

问：同学们知道的冰雪项目有哪些？ 

二、雾凇奇观 

请小组代表上台展示课前查找的结果，

回答雾凇的成因：它非冰非雪，而是在

零摄氏度以下，无数个未结冰的雾滴，

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冻粘的

结果，表现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晶

物。 

播放动画视频，形象地介绍雾凇的形成

过程 

通过超星平台提出问题：雾凇的成因要

具备哪三个因素？ 

 

学生思考回

答：冰雕、滑

冰、冰球赛、

滑雪等 

 

 

 

学生代表展

示 

 

 

 

学生认真观

看视频 

 

学生通过平

台作答：1.大

量水蒸气 2.

凝集载体 3.

足够低的气

温 

 

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视频播放的形式，更直观

地学习、感受 

 

检测全班学生的学习效果 

 

 

探究三：佛光奇观 

(1)请同学们思考佛光名字的由来 

(2)佛光的成因是什么？ 

 

学生代表发

言 

 

 

 



通过平台抢答的方式请学生上台发

言，展示课前查找结果：当山间出现层

层云海时，人站在山上，光线从背后斜

射过来，阳光照射到浩荡无际的云海

上，深层云层把阳光反射回来，经过浅

层云层、雾滴的衍射作用，会在人前面

的云幕上出现带有彩色光环的影像，而

且“光环随人动，人影在环中”，好似

佛像头上的彩色光圈，故名佛光。 

(3) 教师播放佛光形成过程的视频 

(4) 教师介绍几种常出现佛光的地方 

峨眉金顶、五台山、黄山等 

 

 

 

 

学生通过超

星平台抢答 

 

 

 

 

学生进一步

观察思考 

 

学生倾听，拓

展知识面 

 

在愉快的竞争中学习，调动学

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表现力 

 

直观展示，更易于理解 

探究四：蜃景奇观 

1. 蜃景即人们常说的“海市蜃楼”，它

的成因是什么？ 

请学生代表展示课前查找的资料：当阳

光穿过上下密度不同的空气层时，下层

密度大的空气像镜子似的把地面景物

反射到半空中，再经过大气折射，于是

远处的半空中就可出现山峦、树木、楼

阁等地面景物，称为海市蜃楼。 

 

学生上台展

示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自信心 

 

 

 

 

探究五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技巧 

请同学们结合书本知识，小组讨论归纳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技巧 

1. 把握时机 

2. 交代成因 

3. 提升内涵 

学生小组合

作，讨论分析 

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

习能力 

 

通过团队合作、自主学习突破

难点 

 



教师针对学生的回答给与总结和点评  

总 

结 

评 

价 

1、请学生代表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进

行总结 

2、教师对本次课重点内容再次强调

并进一步强调灵活运用导游技巧的重

要性 

3、学习通打分情况和学生上课表现给

予总体评价 

 

学生发言 

    倾听 

 

及时评价，对学生的表现给予

肯定 

 

 

课 

后 

提 

升 

 

 

 

 

 

一、各小组合作查找资料，自选一种气

象景观进行导游词编写。 

二、教师提出注意事项： 

展示气象、气候景观的形态美、色彩美、

朦胧美、动态美 

对于景观的成因、名称由来、文化延

伸要介绍清楚，把握一定的科普和文化

内涵。注重名、形、色、韵。 

 

查找相关资

料，编写导游

词 

上传学习通

平台 

 

 

由于内容学生自己确定，学习

起来更主动和积极 

 

教师可以关注到每一位学生

的完成成果，为实地导游夯实

技能基础，形成熟练开展标准

化服务的能力 

板书设计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 

 

 多媒体区域 

气象、气候景观导游 

一、气象、气候的概念 

二、冰雪、雾凇奇观 

三、佛光奇观 

四、蜃景奇观 

五、气象气候景观导游技



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1.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学生为主体，体现“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理念； 

2.信息化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比如课前微课、课后评价都通过学习通平台实施，

提高了教学效果。 

3.学习通平台、微课、视频、小组合作探究等多样化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

性。 

不足：在教学中，时间安排有些紧张，在详细讲解气象、气候景观成因时，讲解较快，有少

数同学未能真正理解透彻。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根据学生层次不同，把控好课堂教学进度，

安排好教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