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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天 气

1 我们关心天气

誅第 一 课 堂

1. 初步感知可以从云量、降水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现象来
描述天气。

2. 知道常见的一些天气现象和天气符号。

誅学 习 目 标

一、填空题
1.我们每天都能感觉到天气的变化，说一说你都知道哪些天气现象： 、

、 、 ……
2. 有关天气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广播、 、 、 等途径
获取。

3. 收集一些描写天气的词语和诗句：
大雨倾盆、风和日丽、秋高气爽、

……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二、简答题
小方明天一大早要去秋游，晚上听到的天气预报是：明天晴到多云，最低气温

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请问：
1. 小方明天需要带伞吗？ 为什么？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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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的行为辨别天气

好天气的征兆：
1. 早晨麻雀鸣叫表示天晴———麻雀对天气变化十分敏感，天气越好的日子里，

叫得越厉害。
2. 云雀叫声提高表示天晴———从远方传来云雀轻快的叫声，就可证明是空气

干燥的好天气。
3. 早晨蜘蛛网上有水珠表示天晴———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早上温度低，使空气

中的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挂在蜘蛛网上闪烁着。 这种情况通常不会下雨。
下雨的征兆：
青蛙鸣叫、燕子低飞等是下雨的前兆。
另外还有几种：
1. 蚂蚁过马路———在地面挖洞生活的蚂蚁会在下雨之前逃出蚁穴。
2. 蚯蚓出洞———下雨前地面潮湿柔软，蚯蚓会爬出地面。

2. 小方明天最适合穿什么衣服?

................做做吧ZUO ZUO BA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今天晴空万里， 非常
适合晾晒衣服……

我来说一说:

请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描述今天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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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吧XIANG XIANG BA

登录中央气象台网站，了解你感兴趣的天气，查询本地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

2 天 气 日 历

誅第 一 课 堂

1. 通过观察，认识到天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2. 能运用多种感官和温度计来收集记录天气的信息和数据。

誅学 习 目 标

一、填空题
1. 天气日历是记录每天各种 的表格。 在我们的天气日历中，一般要
记录 和时间、 和降水情况、风速和 。

2. 你知道图中这些天气符号的含义吗？

二、判断题
1. 从一个月的天气变化我们可以推测一年的气候变化。 （ ）
2. 利用对天气日历的分析，可以发现天气变化的一些规律。 （ ）

三、简答题
四（1）班的强强在进行天气观察记录时，有时在早晨进行，有时在中午进行，有

时又改在下午放学时进行，他这样观察记录科学吗？ 说说你的理解。

晴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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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下图样式，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制作一份天气日历，连续一个月记录当地
的天气情况。 可以参考收听、收看到的天
气预报。

................做做吧ZUO ZUO BA

注意我们的天气
日历要记录上日期和时
间、云量和降水情况，还
有风速和风向情况。

月 日
星期
晴 无风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月 日
星期

气象与生活

气象就是天气状况，如阴、晴、风、霜、雨、雪等。气象对人们的学习、工作以及动
植物的生长都有影响，气象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了解气象知识对我们有
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预测明天或最近的天气情况，除了听天气预报外，还需要了解
一些气象小常识，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气象小常识：
云往东，车马通；云往南，水涨潭；云往西，披蓑衣；云往北，好晒麦。
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
重阳无雨春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
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

我的天气日历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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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灰布悬，雨丝定连绵。
一日南风三日曝，三日南风狗钻灶。
雷轰天顶，有雨不狠；雷轰天边，大雨连天。
立春雨淋淋，阴阴湿湿到清明。

................想想吧XIANG XIANG BA

3 温度与气温

誅第 一 课 堂

1. 知道气温是指室外阴凉、通风地方的温度，每天应选择同一时间来
测量气温。

2. 学会选择合适的环境来测量气温，完成“天气日历”中温度的测量
和记录。

誅学 习 目 标

气象学家都有自己的天气日历， 你知道这些天气日历对他们研究天气有什么
帮助吗？

一、填空题
1. 气温是指室外 地方的温度。
2. 使用温度计测量气温时，要把温度计放置到测量环境内2~3分钟，待液柱不
再 时再读数。 读数时， 要与温度计的液柱平行。

3. 通常情况下，一天中的最高气温出现在 。
二、判断题

1. 在同一时间测量阳光下和背阴处两个不同地点的温度，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 ）

2. 温度计上标出的温度往往是整十数，每两个数值之间分成5或10个相等的小
格，每个小格代表10摄氏度或100摄氏度。 （ ）

3. 室外阴凉通风地方的温度最能反映当地的气温，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
地方来测量气温。 （ ）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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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题
1. 21℃应该读作（ ）。

A. 摄氏二十一度 B. 二十一度 C. 二十一摄氏度
2. 可以反映当地气温的是（ ）。

A. 室内阴凉处 B. 室外阴凉处 C. 无法确定
四、探究题
有同学认为在同一时间内教室内的温度和教室外的温度应该是一样的。对此，

你的观点如何？ 你实际测量的情况怎样？

我的推测 我的测量结果 我的结论

室内

室外

................做做吧ZUO ZUO BA

自己做一个温度计

温度计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工具。 你是不是想拥有一个自己制
作的温度计呢？ 那我们就来动手做一个吧！
材料准备：
一个小玻璃瓶、一些红色颜料、一根透明吸管、一把直尺 、一支铅笔 、橡皮

泥、水。
制作过程：
把有颜色的水倒入玻璃瓶里（水占瓶内空间的三分之一），然

后用橡皮泥封紧；在橡皮泥中间穿一个孔，将透明吸管插进去，一
直插到瓶中的液体里，将吸管周围的橡皮泥捏紧封实，一个简单
的温度计就做好了。这时，当你用手握住瓶子时，吸管中的水就会
上升。这是因为被关在瓶中的空气，随着温度上升而膨胀，并压迫
瓶内的水平面，使水进入吸管中，于是水平面就可以显示出温度
的差异。 你可以参照真正的温度计，在吸管上标出刻度，这个瓶式
温度计就可以向你显示不同的温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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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的发明与使用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1592年差一点儿发明了温度计。 他制作了一个被称为
“验温计”的仪器，其中有一根开口的管子伸到一只盛水的容器中，管内的水面会
随室内温度而变化。 但是当空气压力变化时，管内的水面也会随之改变。

1654年，伽利略的学生斐迪南经过对各种液体的试验之后，研制出了世界上
第一支酒精温度计。 它是往玻璃球里注入适量酒精，再加热玻璃球，用酒精蒸气
赶跑玻璃管中的空气，然后迅速把玻璃管口封死。这样，它就可以避免大气压力的
影响。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人们发现酒精温度计也存在不足

之处，即当用它测开水的温度时，温度计内一片模糊。原来，水的沸
点是100 ℃，酒精的沸点是78 ℃，因此将酒精温度计置于开水之中
时，酒精早已变成气体了。显然，只有用高沸点的液体代替酒精，才
能解决这一问题。 1659年，法国天文学家布里奥利用水银沸点较高
的特性，制成水银温度计。这种温度计可测得357 ℃的高温，也可测
得-39 ℃的低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测温仪器的要求越来越高。 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科学家运用各种物理原理，发明了多种形
式的新型温度计，如电阻式温度计、辐射式高温计、光测高温计、氢
温度计等。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根据下表一天中不同时刻的气温绘制气温柱状图，并说说气温是怎样变化的。

................想想吧XIANG XIANG BA

时间 6时 8时 10时 12时 14时 16时

气温 26 ℃ 28 ℃ 30 ℃ 32 ℃ 33 ℃ 31 ℃

我发现这一天气温变化的规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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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向和风速

誅第 一 课 堂

1. 知道风可以通过自然界中事物的变化来感知，可以用风向和风速
来描述。

2. 自制简易风向标和小风旗。 用自制的风向标和小风旗测量风向和
风速，并用适当的方法记录观察结果。

誅学 习 目 标

一、填空题
1. 风向是指风吹来的方向。 由北向南吹来的是 风，当红旗飘向西北
时，吹的是 风。

2. 风向标是测量 的仪器，箭头指向的是 的方向，吹东南
风时风向标的箭头指向 方向。

3. 风的速度是以风 来计算的。测量风速的仪器叫做 。气象
学家通常把风速记为 个等级。

二、选择题
1. 当红旗朝东南飘扬时，风向是（ ）。

A. 东 B. 南 C. 东南 D. 西北
2. 在我们记录风速等级的时候，数字“1”表示（ ）。

A. 无风 B. 微风 C. 大风
三、判断题

1. 气象学家通常将风速分为13个等级，其中最低1级，最高13级。 （ ）
2. 风向通常采用八个方位来记录。 （ ）
3. 风向标的箭头指向的是风吹来的方向。 （ ）
4. 烟和旗向西北方向飘，说明刮的是西北风。 （ ）

四、简答题
有一天，强强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看到操场上的旗帜是飘向南方的，

可是屋顶上的风向标的箭头却是指向北方的。 请问：这时的校园里刮的到底是什
么风？ 这是怎么回事？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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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的制作

材料准备：
150厘米长木杆一根、120厘米长轻木杆一根、铝片（可以从易拉罐上获取）、长

图钉、金属垫片、502胶水、有色纸板、剪刀和铅笔、指南针。
制作过程：
1. 用剪刀将轻木杆剪下60厘米长备用。
2. 用铅笔在铝片上画出箭头和箭尾形状，用剪刀按图形剪下，要确保它们足够

大以便能对风敏感。
3. 用剪刀在轻木杆的两端各割一个约1厘米深的竖口，用胶水将三角形铝片和

箭尾形铝片分别插入并粘牢。
4. 用长图钉穿透轻木杆中间部分，然后把金属垫片垫在长木杆的一端上，并

把轻木杆上的长图钉按进这一端，把轻木杆转动几次，使其能自由旋转。
5. 为方便辨别方向，在有色纸板上写上“N”、“S”、“E”和“W”（分别代表北、南、

东和西）几个字母，并将其剪下来。
6. 将剩余的60厘米长轻木杆剪成4段的小木条，把每个

字母粘到每段小木条上， 然后将4段木条用胶水粘在长木杆
四侧。 你的风向标就做好了。

7. 将你的风向标拿到室外，用指南针确定北向，把风向
标插入土里，让字母“N”对着北方，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风
向。 每天用它来观测风向并记录在你的天气日历中吧！

................做做吧ZUO ZUO BA

我国先民怎样观测风向和风速

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观测风向和风速的重要性，并想尽办法发明
一些简单的工具和仪器来观测。 由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已发现有“俔”字，意思
是候风羽，也就是在风杆上系布帛、茅草、鸟羽或鸡羽的简单测风器。
到了汉武帝时，人们使用绸绫之类的东西做成的旗子，或者使用羽毛结成的一

串长羽，悬在高杆之顶，看旗子或长羽的吹向来观测风向，并由扬起的程度估计风
速的大小。
后来，我国先民发明了铜凤凰———观测风向的仪器。当时的铜凤凰装置在屋顶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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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铜凤凰下面有转枢，风吹来时，它的头会向着风，好像要飞的
样子，可知铜凤凰很像今日的风向标。我国自汉代以来就一直使
用相风铜鸟和相风木鸟，而西方直到8世纪（相当于我国唐代）才
发明候风鸡。 中国人的发明比西方人的早了1 000年。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有一种既可以用来测定风向和
风速又可以用来装饰的旗帜叫“鱼旗”（见附图），你知道
它的工作原理吗？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个。

................想想吧XIANG XIANG BA

5 降水量的测量

1. 知道降水量的多少可以用雨量器来测量。
2. 制作简易的雨量器，并学会用简易雨量器测量降水量，完成“天气
日历”的记录。

誅学 习 目 标

一、填空题
1. 降水的形式很多，常见的有雨、 、 等。
2. 我们要知道雨下了多少，简单的办法是用 来测量。
3. 下雨的等级是以 小时的降水量的多少来进行区分的。

二、选择题
1. 24小时降水量为10~25毫米的属于（ ）。

A. 小雨 B. 中雨 C. 大雨
2. 雨量器应该放在（ ）。

A. 风大的地方 B. 空旷的地方 C. 遮阳的地方 D. 都可以
3. 降水量的单位是（ ）。

A. 厘米 B. 毫米 C. 毫升
4. 一天中的降水量是指（ ）小时内的降水总量。

A. 6 B. 12 C. 24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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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水口
自记钟

浮筒

虹吸管
盛水器

三、判断题
1. 降雨概率40%~60%表示下雨的可能性很大。 （ ）
2. 降水是天气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指的就是下雨。 （ ）
3. 强强用雨量器测得12小时内的降水量是13毫米，说明这天下了中雨。 （ ）
4. 雨量器的口径大小对降水量的测量没有影响。 （ ）

................做做吧ZUO ZUO BA

制作雨量器

材料准备：
大的软塑料瓶、一把剪刀、一些胶布、一个大花盆。
制作过程：
1.用剪刀把塑料瓶的瓶颈部分剪下来，把瓶颈倒过来放

在瓶子里。
2.在瓶子的一侧每隔10毫米贴一条胶布。
3.把你的雨量器放入大花盆中（防止水溢出）。

降水量测量仪器

降水量的测量仪器主要有雨量器和雨量计两类。
雨量器 测量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液体和固体降水总量的仪器。 一般为直径20

厘米的圆筒，为保持筒口的形状和面积，筒质必须坚硬。 为防止雨水溅入，筒口呈
内直外斜的刀刃形。 雨量器的筒口有带漏斗的和不带漏斗的两种。 筒内置有储水
瓶。 降雪时取出储水瓶，换上不带漏斗的筒口，雪花可直接储入雨量器的筒底。
雨量计 可连续测量和记录液体降水量的自记仪器。 常用的有虹吸式和翻斗

式两种。
1. 虹吸式雨量计(见右图)。 当雨水经漏斗进入测量筒

后，筒内的浮子随水位升高，当筒内贮满10(或20)毫米雨量
时，在短时间内发生一次虹吸，将筒内的存水一次排出，使
浮子重新从零位开始记录。浮筒上所带自记笔尖可在钟筒
上画出降雨量随时间累积的过程。

2. 翻斗式雨量计。其测量器是两个三角形的翻斗，每次
只有其中的一个翻斗正对漏斗口。当翻斗盛满0.2毫米降水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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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重心外移而翻倒，将盛水倒出，同时使第二个翻斗移到漏斗口下，由翻斗交
替次数和时间的记录可得降水资料。 翻斗式雨量计可用于自动气象站。

................想想吧XIANG XIANG BA

雨量器是测量降水量多少的装置，那么雨量器的筒口直径大小对降水量多少
的测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请你制作两个筒口直径大小不同的雨量器进行实验来验
证你的推测。

6 云 的 观 测

1. 知道根据云量的多少，天气可分为晴天、多云和阴天；云在天空中
是会变化的，不同的云预示着不同天气的来临。

2. 初步学会根据云的高度和形状给云分类。

誅学 习 目 标

一、填空题
1. 天空中的云实际上是由千千万万的 或小冰晶组成的。
2. 根据天空中 的多少，可以区分晴天、多云、阴天。
3.气象学家在对云进行描述时，通常把它们分成三类： 、层云和 。

二、选择题
1. 当天空被云层覆盖而看不见一点蓝天时，这时的天气称为（ ）。

A. 晴天 B. 多云 C. 阴天
2. 高于层云，看上去像棉花堆一样的云叫做（ ）。

A. 积云 B. 层云 C. 卷云
3. 通常与晴好天气相联系的云是（ ）。

A. 积云 B. 层云 C. 卷云
三、判断题

1. 层云是靠近地球表面的云，如果层云变厚，将会出现毛毛雨或大雨，所以也
称它为积雨云。 （ ）

2. 气象学家通常把云分成积云、层云和卷云三类。 （ ）
3. 晴天的时候，天空中是没有云的。 （ ）

誅第 一 课 堂
................练练吧LIAN LIA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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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吧ZUO ZUO BA

（晴天） （阴天） （多云）

请在下面圆圈中按照天气情况画出云量的分布。

誅第 二 课 堂
................读读吧DU DU BA

云 的 观 测

云是由悬浮在大气中的大量小水滴和（或）冰晶微粒组成的可见聚合体。 常规
气象观测要测定云状、云量和云高。

1. 云状：主要指云的外形特征的不同形态。 由于云的形成原因不同，引起外形
特征的差异。云状分成积状云、层状云和波状云。积状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不稳定
大气的对流运动，常见的积云和伴有雷电现象的积雨云就是积状云。 层状云由空
气大规模的系统性缓慢上升运动形成，云层范围宽广，呈均匀幕状，无明显起伏的
连续云层。典型的层状云有雨层云、高层云和卷层云三种。波状云是由空气的波状
运动和湍流混合形成，云块排列成行、成群或呈波浪起伏状。 属于波状云的有层积
云、高积云和卷积云。

2. 云量：云量多少全凭目测云块占据天空的面积来估计。 因为是目测，当然并
不十分准确，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全世界的气象站至今还是用这种目测方法估
计云量。天气预报广播中的晴、少云、多云和阴，就是根据云量的多少划分的。通常
将整个天空划分为10等份，碧空无云或被云遮蔽不到0.5份时，云量为“0”；云遮盖
天空一半时，云量为“5”。云量多时，应估计露出的青天，再推算出云量。云量少时，
则直接估计云所遮蔽天空的份数，如云块占全部天空的1 ／ 10时，云量为“1”；云块占
天空2 ／ 10时，云量为“2”，余类推。 一般说来，当天空被云掩蔽，颜色发白，地上东西
显得明亮时，这种云较高。 相反，云色呈灰或灰黑色，显得阴沉，这种云则较低。 移
动慢的云较高，移动快的云较低。

3. 云高：指云底距地面的垂直距离。 通常用目力估计，也可用气球、云幕灯、激
光测云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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