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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地理复习的有效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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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改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高三地理教师对于复

习策略应该更加精准，着力提升学生的复习效率。高三地理二轮

复习应着重从学生的地理学习需求出发，以解决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为本质要求，从而调动学生参与二轮复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实现师生之间的良好沟通与互动。高中地理教师应顺

利发展学生知识及能力方面的漏洞，从学生的差异化角度出发，

为其设计个性化的复习策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原有知识基础

上获得丰富，技能性水平得以提升。本文针对高三地理复习的有

效性对策展开了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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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时查漏补缺，强化学生的知识基础

在带领学生复习的过程中，教师应从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出发，

对于应该掌握的核心地理知识进行梳理和盘点，并找出学生的易

错点和易漏点，以此作为二轮复习的着力点，对学生的复习过程

进行矫正和诊断。对学生的地理复习过程进行诊断、归因，最终

提出针对性的矫正措施，为下一阶段的复习做出调整，是每一位

高三地理教师应思考的重要问题。教师可以从课外练习和检测入

手，通过观察学生的考试结果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在分析

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学生在哪一方面比较薄弱，是知识方面？

能力方面？还是审题这种非智力方面？如果是知识和能力方面，

具体涉及到哪一块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明确化。这样一种分析考

试数据对学生进行查漏补缺的方式，能够发现学生地理复习过程

中的规律，从而针对性诊断出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而找出相应的

解决方法，有效提高复习效率。

二、尊重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自我参与

学生是参与高考的主体，因此，教师在带领学生复习的过

程中，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不能将自己固有的经验

一股脑地全强加给学生，另一方面也不能从审题到解题的过程

全部由教师包办。另外，复习环节主要是学生的自主学习，教

师为学生针对性的答疑解惑，因此，应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

使其在整个复习环节，积极动手、主动表达，调动自身的多重

感官，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思路和解题方法，并让他们相互之

间分享自己的错题和原因，达到同学之间互评互助的公共提升

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先仔细聆听学生的表达，进而指

出他们思维的易错点和混淆点，并为其纠错。总之，教师不能

越位，更多的是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交流营造充足的空间，

实现个性与共性的全面发展。

三、专题知识引领，突破地理重难点知识

我们知道，二轮复习的时间比较有限，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这就需要教师采用专题式训练方式，提高复习效率。在具体复习

的过程中，让学生分清轻重缓急，懂得取舍，熟练掌握的知识简

单复习巩固就好，重难点知识应强加练习。具体来说，教师可以

针对五年来地理高考中频繁出现的题型和考点进行提炼，并将这

些材料搜集起来，为学生进行专题式强化训练，这是学生能力提

升的关键一环。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结合本班学生的具体复习

进度和地理基础确定专题类型以及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

行增减或者创新。例如，如果本班学生的审题错误比较明显，那

么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审题专项训练，着力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

和信息提取能力，无需运用大气专题和地球运动专题进行训练，

这样不仅会耗费大量知识，而且还不利于教学重难点的突破。

四、精题知识引领，实现学生的拓展学习

地理教师在复习阶段也要大量做题，精选出典型的例题让学

生加强训练。典型例题的提取并不是为了单纯攻破某一个知识点，

更多地是让学生集中精力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提

升他们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在学生练习完之后，

教师要进行精讲，将学生透彻把握某一类题型的解决技巧。教师

以精题进行知识引领，能够让学生在审题、分析、思考、解题、

表达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综合化的思维学习思维，同时还有助于

其知识运用能力的提升，实现学生的拓展学习。例如，对于对比

类的训练，有一道高考题侧重于流域生态环境，其指向性比较明确，

考察的内陆干旱地区；另一道高考题一东南亚为背景，考察岛屿

开发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两道题有共同点也有侧重点，

教师通过为学生进行对比训练，能够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使其

在解题的过程中学会知识的迁移，从而有效提升他们的知识运用

能力。

知识拓展主要体现在学生通过分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知识，

进而将此知识迁移到工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让学生分析工业结构、

工业部门、农业机构以及经济结构方面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举

一反三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知识迁移能力。

五、结语

总之，高中地理教师在带领学生进行二轮复习的过程中，应

从学生自身的学习需求角度出发，这样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加自

主的复习空间，在解放学生的同时，也解放了教师，呈现教学相

长的局面，从而有效提升高三地理二轮复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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