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 天气预报教案
(通用9篇)

幼儿园教案要合理运用多种教学资源，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祝愿一年级教师们编写出更多优质的教案，为学生成长发展
提供坚实的支持。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一

（一）知识与技能

1、掌握天气的两个特点；

2、学会识别常用天气符号，能够读懂电视天气预报。

（二）过程与方法

初步学会阅读天气预报中的简易天气预报的技能。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认识人类生产、生活与天气的关系，通过联系本地的天
气变化，激发学生开展气象观测、预报的课外活动兴趣，增
强科教兴国的意识。

学会识别常用天气符号，能够读懂电视天气预报。

联系生活体验、比较、识图、讲练结合的教学方法。

1课时

多媒体课件、粉笔、图片。

新课导入：



我们能够观测到我们当时的天气情况，可是我们想知道未来
的天气状况要怎么办呢？新课讲解：

一、怎样看天气

神舟六号就带着中国人民的希望、带着中国人民的骄傲顺利
地升上太空。就在那一天的早上，神舟六号差点不能升空，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答：天气，因为那天下雪了如果雪再
大一点恐怕就飞不上了。

1、天气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谈一谈）

2、你怎样知道明天的天气情况？

通过看电视，听广播，拔气象预报电话，查互联网。通过分
析天气图，自己预测天气。通过气象观测，自己制作天气预
报。

二、天气的用语

介绍各种天气用语的含义及符号。

答：一般天气预报包含了五个要素：云量、降水量、降水概
率、风向风速以及气温。

三、小知识

天气预报就是应用大气变化的规律，根据当前及近期的天气
形势，对某一地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天气状况进行预测。它是
根据对卫星云图和天气图的分析，结合有关气象资料、地形
和季节特点、群众经验等综合研究后作出的。如我国中央气
象台的卫星云图，就是我国制造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摄
取的。利用卫星云图照片进行分析，能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
率。天气预报就时效的长短通常分为三种：短期天气预报（2～



3天）、中期天气预报（4～9天），长期天气预报（10～15天
以上），中央电视台每天播放的主要是短期天气预报。公元
前650年左右巴比伦人使用云的样子来预测天气。公元前340
年左右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天象论》中描写了不同的天气状
态。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有进行天气预报的纪录。
古代天气预报主要是依靠一定的天气现象，比如人们观察到
晚霞之后往往有好天气。这样的观察积累多了形成了天气谚
语。不过许多这些谚语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从17世纪开始科学家开始使用科学仪器（比如气压表）来测
量天气状态，并使用这些数据来做天气预报。但很长时间里
人们只能使用当地的气象数据来做天气预报，因为当时人们
无法快速地将数据传递到远处。1837年电报被发明后人们才
能够使用大面积的气象数据来做天气预报。

20世纪气象学发展迅速。人类对大气过程的了解也越来越明
确。1970年代数字天气预测随电脑硬件发展出现并且发展迅
速，今天成为天气预报最主要的方式。1853～1856年，为争
夺巴尔干半岛，沙皇俄国同英法两国爆发了克里木战争，结
果沙俄战败，正是这次战争，导致了天气预报的出现。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二

1、了解天气与人类的关系。

2、掌握天气预报的流程。

3、能制作《气象科普小报》。

在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下，增强学生综合运用信息的能力和
合作能力。

1、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积极探索、合作研究、主动获取信息，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发布信息的能力。

一、趣味阅读揭示课题

1、阅读：请同学们阅读课本21页的连环画“下雨了”。

象会帮助我们预报天气，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有关天气预报的
知识。板书课题。

二、教学新知

1、揭示天气预报的意义

同学们在家经常看（或听）天气预报吗？（答案是肯定的，
不仅同学们关心天气预报，我们的家人也关心天气预报）为
什么大家都关心天气预报呢？（因为从天气预报中可以知道
未来天气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服，
带雨具等等。）

除了同学所说的以外，天气的变化，还影响着工农业生产、
交通运输等很多部门的活动，所以天气预报对几乎所有的人
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有关天气预报的
知识，并且掌握正确收看（或收听）天气预报的方法。

讨论：天气预报在生产、生活和其他领域有哪些重要意义？

2、讨论与交流

提问：还有哪些事物和现象也可以用来预报天气呢？

举例：除了上面提到的现象外，一些动物、植物，包括人也
能感觉到天气变化并做出反应。请同学们列举5个以上“天气
变化影响生物行为”的例子。（鱼儿冒头、青蛙欢唱、食盐
变潮、瓷砖“出汗”、乌云密布等）



3.图片分析：了解气象台制作天气预报的过程。

站来搜集气象资料，然后把气象资料汇集到气象预测部门，
经过分析后再通过手机、电视、广播向人们预报天气，大致
可以把这些过程划分成“搜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
三个环节。

同学们要知道预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国家为此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物力，为我们作出更准确的天气预报，服务大众。

三、长期测量

讲述：同学们可不可以预报天气呢？是可以的。同学们可以
学习一些天气预报的方法，例如，测量气温，观测风力和风
向，测量雨量，参考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的天气预报，也可
以搜集气象谚语。

计划：分小组，准备进行中长期的测量、预报工作。这种活
动是有相当难度的.，坚持、认真、责任心是做好长期测量的
必要保证。

总结：观测一段时间的气象，找出气象变化的规律。只要我
们持之以恒，就能成为一个小小的气象预报员。

四、制作科普小报

同学们通过前面的活动搜集了许多关于气象的资料，现在请
同学们以气象为主题，阅读课本24页提供的三点标准，小组
分工合作编辑制作气象科普小报。

将编辑制作好的《气象科普小报》贴在展示墙上，让大家参
观，并交流编辑体会。

五、作业



回顾本节课的收获，完成课本26页“挑战自我”给自己评分，
整体理解天气预报的流程。

六、板书

天气预报

1、了解天气预报的意义

2、制作天气预报的过程

3、制作《气象科普小报》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三

1、了解晴、雨、阴、多云等四种天气类型的特点，认识天气
预报中几种常见的天气图标。

2、学习按要求播报天气预报。

3、感知天气与人们日常活动的关系，能主动关注天气预报。

1、经验准备:

幼儿已有简单的关于动物习性与天气变化方面的知识。

2、材料准备:

多媒体课件

一、视频导入

教师播报天气预报视频，导入活动内容

二、认识天气预报



（一）认识天气图标。

1、播放第一张天气图片，幼儿观察。

总结：太阳图标表示晴天。

2、播放第二张天气图片，幼儿观察。

总结：云遮住太阳的图标表示多云天气。

3、播放第三张天气图，幼儿观察。

总结：云的图标表示阴天。

4、播放第四张图片，幼儿观察。

总结：云下面有雨滴的图标表示有雨。

5、播放第五张图幼儿观察。

总结：云下面有雪的图标表示有雪。

（二）认识温度，尝试朗读气温。

1、认识摄氏度符号，零下符号。

总结：摄氏度，读作摄氏度，零下读零下，表示很冷。读零
下四摄氏度。

2、尝试按要求朗读气温。

总结天气预报员播报天气的模式。地点+天气+温度，并按正
确模式播报北京的天气。

三、播报天气情况



小朋友们做天气预报员按正确模式播报：白杨村、彼得兔村、
狗熊岭、佩琪村、小兔村的天气。

四、复习天气图标

五、认识能预测天气的小动物

六、认识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总结语：天气对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天气，人们
选择的衣物不同，选择的'出行方式也不同，需要做的事情也
不同。我们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好习惯，根据不同的天气
选择合适的衣物。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四

孩子们对风、雨、雪、虹、雷鸣、闪电等自然现象已有一定
的生活经验。我设想通过这一活动，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观
察自然现象，关心周围事物的变化，培养幼儿对大自然的浓
厚兴趣。

1、培养幼儿观察气象的兴趣。

2、教会幼儿形象地记录气象的方法。

1、事先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收看每日的天气预报。

2、录有天气预报的磁带一盒。

3、纸、笔若干。

带领孩子到户外观察天气，让幼儿议议、讲讲今日的天气情
况。



。

1、(放天气预报的录音)刚才你们听到了什么?今天天气怎么
样?

2、你们不在哪里听到过或看见过天气预报?(电视、电
话……)

3、为什么电台、电视台、各类报纸每天要进行天气预报?(天
气预报是对天气情况的一种预测，使大家知道今、明两天或
更长时间天气情况，有利于我们安排工作和生活，预防自然
灾害。如：天气通报说有雨，就不要把衣服晾晒在外，出门
要带雨具)

4、天气预报还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如：0c以下时做好防
冻保暖工作;36c以上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有雾和风暴时，船
和飞机要停航)

1、平时，我们看到过哪些天气现象?

2、我们可以用什么图案来表示这些天气现象呢?启发孩子动
脑筋画出表示各种天气的图案。

3、集体观看孩子们设计的气象图案，确定几个较规范的图式
符号供幼儿在今后的记录活动中选用。

4、请幼儿画出表示今日天气的图式符号。

5、让幼儿学习温度表的观察方法。

1、以后每天由幼儿轮流报告“天气预报”。

2、指导幼儿做好观察、记录工作。



3、把每月的气象表积累起来，了解一年四季天气变化的规律。
如春夏之际，雨水较多;9月份雨水较少，秋高气爽;12月份，
天气寒冷，常伴有冰冻或降雪现象。

活动目标：

1.了解几种常见的天气，知道天气预报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2.学习通过观察天气和温度计做天气记录。

3.能够大胆地参与讨论、设计天气图标，对天气记录感兴趣。

1.教学光盘：《天气预报》。

2.幼儿用书：《做气象记录》。卡纸若干，笔人手1份。

3.每人1个温度计。

一、引导幼儿观看天气预报，了解常见的天气状况。

教师：我们为什么要看天气预报呢？天气预报对我们有什么
帮助呢？

教师：你知道怎样预报天气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气象台的
叔叔阿姨是怎样预报天气的？

二、师幼共同讨论。

1.确定天气记录表的内容。

教师：天气预报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可在幼儿园怎样进行
预报呢？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次小小气象员。

教师：我们要记录天气，可记录哪些内容呢？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确定记录天气的内容，如日期、天气状
况、气温及记录人等，教师一边和幼儿讨论天气记录的内容，
一边在黑板上吧相应的内容画在表格里。

三、师幼一起讨论记录天气的方法。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各种了解天气状况的途径。

教师：怎样知道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如观察天气、听天气
预报等）教师：怎样表示各种天气呢？请你们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讨论，用什么样的图标表示各种不同的天气状况。晴天
可以用什么图标来表示呢？雨天、阴天、下雪天呢？引导幼
儿分组讨论，并用绘画的形式分工设计，并分别画在卡纸上。

2.集中交流。

教师：在这么多晴天的图标中，你认为哪种图标最合适，为
什么？（教师根据幼儿的选择，确定一种表示晴天的图标，
并将其他的图标拿掉）大家认为这种图标表示晴天最合适，
那我们就用这种图标。

3.师幼一起讨论确定阴天、雨天、下雪天的图标。

教师：怎样知道今天的温度呢？（注意迁移幼儿认读温度计
的经验）温度计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今天的温度。

教师：请你们以小组为单位分别刊一看现在是多少度？拿温
度计时要注意什么？幼儿交流各自观察到的温度。

四、幼儿分组记录天气。

1.幼儿分别用图表记录今天的天气并互相交流。

教师：我们已经回记录天气了，那么什么时间来做天气记录
最合适呢？



1.区角活动：每天请幼儿做天气记录，并完成幼儿用书的内
容，两个星期做一次各种天气的统计。

2.家园共育：请家长在家提醒幼儿关注天气变化，每天收看
天气预报。

教学目标：

1.了解有关气象的基本知识：天气、气象、气候的含义与区
别。

2、了解动物对天气变化的特殊反应。

3、知道天气预报的出台流程。

4、能够识别预报天气的常用图标，会看天气预报。

一、引入

1、谈话导入，确定主题。

同学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那明天的天气会什么样
呢?谁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如何才会知道呢?谁来替大家想想?
我们每天回家都看电视，听广播，有没有什么节目告诉我们
明天的天气呢?(看/听天气预报)看来大家都收看过天气预报，
现在我先把它给写下来。(板书：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就来学
习一些跟天气预报有关的科学知识。

2、讨论交流：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关心天气预报的意义。

同学们，我们知道电视里，广播里，每天都定时的为人们播
放天气预报，由此可见，天气预报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定
很重要。现在，我们先来分组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了解
每天或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了解天气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
处?还有哪些人比我们更加关心天气，为什么?(如渔民、旅客、



农民、战士、建筑工人等。)一会我们再来交流。好，开
始。(增减衣服，带雨具，选择时间出门，耕作，出海……)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由于天气变化影响着生产、生活等方方
面面的活动，所以天气预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收看或收听天气预报。

在学习如何正确收看天气预报之前，我们先来分清两个跟天
气预报有关的科学概念。

3、科学概念：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天气预报是由气象台发布出来的。那
么，天气和气象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下面请看这两个概念：

气象：大气中的冷热、干湿、风、云、雨、雪、霜、雾、雷
电等各种现象。比如，我们说：“下雨了”、“刮风了”等
等，指的是一种气象。

天气：是指短时间内各种气象的综合状况。例如，我们可以
说：“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昨天天气很差，
风雨交加”等等。

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说，天气其实就是各种气象的综
合。

4、动物的一些行为可以帮助人们预知天气变化。

下面我们来调节一下，看一幅连环画，名字叫《下雨了》，
请大家把书翻到21页。(请同学来分段朗读。)

5、气象台利用现代科技制作天气预报的过程。

同学们，虽然很多动物和事物的现象可以为我们预报天气变
化，但都很粗略，不够详细和具体，而专业的气象台却可以



利用现代化高科技为人们精、准、快的预报天气。下面就让
我们来分析一下，气象台是如何制作出天气预报的。请大家
看书上22页的图片，小组成员共同观察每一个小图片与它们
之间的箭头方向，分析一下天气预报的制作流程是怎样
的。(3分钟左右之后学生表达汇报)。

这几位同学分析的很到位，这幅图基本说明了天气预报的出
台过程，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过程划分成三个环节：首先
是“搜集信息”，通过气象卫星、谈空气球、气象飞机、气
象雷达、气象站来搜集大量的气象信息。然后通过气象台的
专业人员分析数据，“处理信息”。最后，通过电视台、收
音机、手机等通讯设备来“传递信息”。

6、识别预报天气的常用图标。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些天气预报中，常用的气象图标含义，
请大家来看老师手中的图标卡片，你来猜猜它代表什么含义：

晴，多云，阴，小雨，中雨，大雨，暴雨，雷阵雨，小雪，
中雪，大雪，霜，雾，霜冻，冰雹，沙尘暴。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五

1·了解有关气象的基本知识：天气、气象、气候的含义与区
别。

2、了解动物对天气变化的特殊反应。

3、知道天气预报的出台流程。

4、能够识别预报天气的常用图标，会看天气预报。

一、引入



1、谈话导入，确定主题。

同学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那明天的天气会什
么样呢？谁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如何才会知道呢？谁来替
大家想想？我们每天回家都看电视，听广播，有没有什么节
目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呢？（看/听天气预报）看来大家都收
看过天气预报，现在我先把它给写下来。（板书：天气预报）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些跟天气预报有关的科学知识。

2、讨论交流：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关心天气预报的意义。

同学们，我们知道电视里，广播里，每天都定时的为人们播
放天气预报，由此可见，天气预报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定
很重要。现在，我们先来分组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了解
每天或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了解天气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
处？还有哪些人比我们更加关心天气，为什么？（如渔民、
旅客、农民、战士、建筑工人等。）一会我们再来交流。好，
开始。（增减衣服，带雨具，选择时间出门，耕作，出
海……）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由于天气变化影响着生产、生活等方方
面面的活动，所以天气预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收看或收听天气预报。

在学习如何正确收看天气预报之前，我们先来分清两个跟天
气预报有关的科学概念。

3、科学概念：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天气预报是由气象台发布出来的。那
么，天气和气象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下面请看这两个概念：

气象：大气中的冷热、干湿、风、云、雨、雪、霜、雾、雷
电等各种现象。比如，我们说：“下雨了”、“刮风了”等



等，指的是一种气象。

天气：是指短时间内各种气象的综合状况。例如，我们可以
说：“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昨天天气很差，
风雨交加”等等。

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说，天气其实就是各种气象的综
合。

4、动物的一些行为可以帮助人们预知天气变化。

下面我们来调节一下，看一幅连环画，名字叫《下雨了》，
请大家把书翻到21页。（请同学来分段朗读。）

5、气象台利用现代科技制作天气预报的过程。

同学们，虽然很多动物和事物的现象可以为我们预报天气变
化，但都很粗略，不够详细和具体，而专业的气象台却可以
利用现代化高科技为人们精、准、快的预报天气。下面就让
我们来分析一下，气象台是如何制作出天气预报的。请大家
看书上22页的图片，小组成员共同观察每一个小图片与它们
之间的箭头方向，分析一下天气预报的制作流程是怎样的。
（3分钟左右之后学生表达汇报）。

这几位同学分析的很到位，这幅图基本说明了天气预报的出
台过程，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过程划分成三个环节：首先
是“搜集信息”，通过气象卫星、谈空气球、气象飞机、气
象雷达、气象站来搜集大量的气象信息。然后通过气象台的
专业人员分析数据，“处理信息”。最后，通过电视台、收
音机、手机等通讯设备来“传递信息”。

6、识别预报天气的常用图标。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些天气预报中，常用的气象图标含义，



请大家来看老师手中的图标卡片，你来猜猜它代表什么含义：

晴，多云，阴，小雨，中雨，大雨，暴雨，雷阵雨，小雪，
中雪，大雪，霜，雾，霜冻，冰雹，沙尘暴。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城市的天气预报（出示卡片，请学生来为
大家讲述图片上预告的是什么天气）。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六

1、认识各种天气符号，知道各种气象与人们生活之间的关系。

2、能用规范的语言进行气象播报活动。

3、体验当“小小气象播报员”的成功感。

多媒体设备；市天气预报的打印版本若干张（与幼儿人数相
等）；小小气象员标示（即时贴标记，与幼儿人数相等）

一、用声音、视频引出天气预报话题讨论。

1、听声音根据已有经验判断

考考你们：听听看，什么电视节目开始了？

2、确认答案，观看天气预报片头。

3、小结幼儿回答：知道天气的情况、温度

二、看城市天气预报视频讨论。

1、我这里有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跟你
们刚才说的一样。

2、你看完以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有



什么地方看不懂的。

3、今天我们来认识天气符号，哪里有天气符号？

4、介绍记录表，请幼儿边看天气预报边记录。（播放完整的
城市天气预报）

三、结合视频，详细认识天气符号。

1、和朋友对对看记录的结果一样不一样。

2、集体进行记录，认识、讨论符号的含义。

3、逐一进行集体记录，逐一认识：多云、阴、小雨、小雪、
雷阵雨、雨夹雪等

4、小结记录情况。

5、出示天气符号图谱，全面的认识各种天气符号。

（1）再请你们看一些符号，这里有没有不认识的符号？

（2）教师喊出编号，幼儿抢答。

（3）从头认识一边全部的天气符号，巩固孩子对于天气符号
的认识。

四、“小小气象播报员”活动。

1、出示自制天气预报图，一同学习天气播报的方法。（播放
自制的天气预报图）

2、正式播报。

孩子们起立，从第一个开始轮流每人播报一个城市的天气预



报。

五、迁移生活经验，知道天气预报和我们大家的关系。

1、提问：天气预报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

2、如果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根据天气预报作出什么样的
准备？

请孩子们用报纸当道具，根据播报的天气变化进行各种准备
上的变化。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七

1、了解天气预报及其意义，了解卫星云图和简易天气图的组
成，掌握识读卫星云图和简易天气图的基本方法。

2、通过学生识读卫星云图和天气图、培养学生利用现代技术
了解和预知天气现象的能力。

3、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地理知识在日常生活
中的用途，增强他们学习地理的兴趣，明确学习地理的目的。
在学习卫星云图时，还可以通过介绍我国制造的风云一号气
象卫星以及它技术先进的事实，使学生为我国科技的飞速发
展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自豪。

教学重点使学生掌握识读卫星云图和简易天气图的基本方法。

教学方法指导自学法和练习法。

教具某日中央电视台播放天气预报的录相片或当地人民广播
电台天气预报的录音；投影片（天气符号表和城市天气预报
图）。



讲授提纲

1、什么是卫星云图

2、卫星云图的识读

1、天气图中常用的符号

2、简易天气图的识读

教学过程

引入新课

让学生看天气预报的录相（或听录音）。

大家经常看（或听）天气预报吗？你为什要看（或听）天气
预报呢？（从天气预报中可以知道未来天气的变化，我们就
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服，带雨具等等。）

除了同学所说的以外，由于天气变化，我响着生产、交通等
很多部门的活动，所以天气预报对于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非常
必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有关天气预报的知识，并且掌
握正确收看（或收听）天气预报的方法。

第一节收听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有利于人们安排生活、工作和生产活动。

通常在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中都看到有哪几类气象图？
（卫星云图、天气形势图、城市天气预报图等等）

通常气象台就是通过对卫星云图的分析，做出天气形势的预
测，才能准确地预报出我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由于时
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只重点学习观看卫星云图和简易天气



预报图的方法。

1、什么是卫星云图

教师指定学生朗读课文27页“卫星云图”一节课文的第一段，
并观察“气象卫星和地面接收”示意图。

现在中央电视台播的卫星云图，是我国自行制造的风云一号
气象卫星发射回来的`图象。这是一项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成
果，在世界上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才能做到。

指导学生观察课本封底“卫星云图照片”，让学生读出照片
中都有哪些内容。（日期和时间、地球、经纬网、我国的国
界和海岸线、长江和黄河、城市、云层及其运动方向标、陆
地和海洋）

卫星云图和上述内容都各有什么作用？（云层表示各地区上
空云量的分布，其他内容表示地区的位置。）

卫星云图的主要内容就是云。在看云图时首先要根据经纬网、
海陆界线等等内容弄清方位，再看云层的分布和范围大小、
云层的厚薄以及它的运动方向。根据对云层情况的了解，就
可以全面地知道，在卫星发射图象的时候我国各地的天气状
况。

看“卫星云图”回答下列问题：

(1)卫星云图表示的是什么时间的天气状况？（1990年5月31
日14点30分）

(2)图中的主要云区在哪里？大致呈怎样的方向延伸？向哪个
方向移动？（在我国长江以南的地区，大致为西南—东北方
向延伸，向东移动。）



(3)北京是什么样的天气？西安是什么样的天气？（北京是阴
天，西安是晴天。）

由此可见，从卫星云图上，我们能够看出天气晴朗和云雨的
分布状况。不仅如此，如果再配合我们今后要学习的很多天
气和气候方面的知识，还能从它那里知道诸如台风、寒潮、
气旋等等更多的天气情况。大家说卫星云图重要不重要呀！

看“城市天气预报图”。

这是一张简单的天气图，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气象台对各
地未来天气情况的预测。请问学说说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在图
上表现预测的天气情况呢？（用符号和数字）所以为了学会
识读天气图就必须先掌握天气图中常用的符号。

1、天气图中常用的符号

看“天气符号表”教师讲解天气符号的构成。

教师指导学生按课本28页“读图”练习中的项目，识读“天
气符号表”，并且帮助学生掌握记忆天气符号的正确方法。

2、简易天气图的识读

看“城市天气预报图”。

请大家根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一个城市的天气预报图都由哪些符号组成？（城市符号、
表示未来天气变化的符号、表示气温的数字符号）

(2)为什么有的城市天气预报中有两个天气符号？（表示未
来24小时内天气的变化）

(3)电视台预报每个城市天气时，是按照怎样顺序？（先说天



气变化，再说气温）

(4)上海、南京、合肥、桂林、广州和厦门等城市未来的天气
如何？（请按照一般天气预报时的顺序回答）

复习巩固

想一想什么是天气和气候？它们有什么区别？（提示学生可
以复习小学自然课中学到的有关知识）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八

1.认识各种气象符号，学会看简单的天气预报。

2.激发幼儿探索天气奥秘的兴趣，萌发幼儿爱科学的情感。

多媒体课件，天气符号挂饰。

一、导入

你们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那明天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明天的天气呢？（引导幼儿说出天气预
报）

二、观看天气预报

1．让我们一起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

观看ppt（嘉善）。

2．提问：刚才天气预报员是怎么预报明天的天气的？

3．教师概括（地名、气象符号、温度各表示什么。）。



我们用数字来表示温度，前面的数字表示最低温度，后面的
数字表示最高温度。

气象符号是表示天气情况是怎样的。

嘉善是表示是嘉善这个地方的天气情况。

4．在刚才的天气预报中，我们还看到天气预报员用什么符号
表示晴天的吗？（教师出示太阳图片）我们把这种表示天气
的符号叫做气象符号。

5．师：除了刚才气象预报员预报的晴天，你们还知道哪些天
气呢？（雨、多云、晴、雪、阴）

6．认识常见的气象符号。

7．了解气象符号的含义。

提问：这个气象符号表示怎么样的天气呢？你从哪里看出来
的？

晴（太阳）

多云（有时候能看到太阳，有时候看不到）

阴（太阳被云挡住了，看不到太阳了）

雨天（雨点从云里落下来了）

雪（雪花）

8．学看天气预报。

师：现在，你们都认识气象符号了吗？让我们来看一些各地
区的天气预报。（播放ppt）



三、教师小结

天气在不停的变化，每个地方的天气都不一样。有了天气预
报，我们就能知道明天甚至是以后几天的天气，天气预报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捷。

四、游戏（找朋友）

1．师：现在，老师要请小朋友做一个和天气有关的游戏，叫做
“找朋友”。（这张图片上面是……那它应该找怎样的天气
朋友呢？）

2.幼儿游戏，找朋友。

天气预报员教案大班篇九

活动目标：

1、了解气象知识，萌发乐意关注天气的兴趣。

2、在交流讲述中，感受天气变化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活动准备：ppt，统计表格

活动过程：

一、交流天气（价值点：了解一些常见天气及其图标。）

提问：（出示“天气”两字）你们认识字吗？这是什么字？

关键提问：你们知道哪些天气？

追问：（教师点击出天气标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天气？你
从哪里看出来？（重点讲解雾霾和沙尘暴的标志）



小结：这些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特殊的天气情况。

二、天气预报（价值点：知道天气预报的组成和出处。）

关键提问：你一般可以从哪些地方了解这些天气情况？（可
共同找报纸上的天气预报）

小结：原来电视上、手机上、报纸上、电脑上、以及生活中
的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能了解到天气预报。

关键提问：天气预报会播报哪天的天气？有哪些内容？

小结：报纸上、电视上播报的都是今天的、明天的以及未来
几天的天气，所以才叫天气预报。

提问：为什么我们要预先知道未来几天的.天气呢？

小结：不同的天气我们需要做不同的准备，了解天气预报跟
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三、幼儿操作（价值点：体会天气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关键提问：天气情况的改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出示表格）
这张表上有什么？

引导语：左边一排是各种天气，上面是很多物品，这张表是
在问你这些天气要带上面的哪些物品，要带的在物品的下面
打钩。

四、统计结果（价值点：交流自己的想法，进一步体会天气
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1、教师用举手的方法统计结果。

引导语：这是老师的统计表格，请你看好自己的小格子。



2、根据结果提问幼儿选择的理由。

小结：答案没有规定，只要是适合的、需要的都是对的。

五、活动延伸

（出示中国地图）

提问：如果我要去北京、***、海南岛旅游，我的包包里需要
带哪些物品？请你回家了解一下这几个地方的天气，明天来
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