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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互联网+”与地理教学的深度融合 
◆袁宗辉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花门镇第三中学）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我国的教育

事业改革提供了途径，与传统教学相比，“互联网＋”的融入让当代教学

更加高效、简便、丰富。我国在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新思
想、新元素，力求建立良好的教育体系，也让我国的教育紧跟时代的脚

步。本文从“互联网＋”与地理教学深度融合出发来谈谈“互联网＋”

对于教育的作用以及促进融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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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地理教学为今后学生学习地理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

在地理教学中，老师要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不断创新教学方
法。“互联网＋”的发展，让老师在教学中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
教学，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让学生有效地吸收所学知识。和
以往的仅仅在课堂上进行教学相比，“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
时空和时间限制，让学生在家也能不断巩固和学习。 

一、把“互联网＋”融入到地理教学中的意义 
1.促进地理教学的创新和改革 
地理教学需要老师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和想象来进行有效

学习，在以前的教学中基本上都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图进行教学，
学生脑海中才能构建出一个立体框架。而“互联网＋”的发展，
把网络技术充分融入到教学中，在课堂上老师不仅可以通过多媒
体课件、视频等方式进行教学，还能够远程连线，使学生在家也
能够参与到课堂中，帮助学生不断巩固知识。地理教学在与“互
联网＋”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课程教学的创新和改革，是地理教
学越来越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 

2.提高课堂效率，活跃课堂氛围 
“互联网＋”的优点在于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其

中丰富多彩、图文并茂的优势也让它在地理教学中发挥着非常大
的作用。初中的学生对于学习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地理又是一门
研究人文和地质特点还有天气等方面的学科，因为“互联网＋”
的融入，学生在课堂中对于地理自然能够更加快速理解，教师形
象化地讲解和多媒体展示，也让课堂效率得到有效提高，学生对
于多媒体和各种视频的插入，对于地理课程也会产生更多的兴
趣，活跃课堂氛围。 

二、“互联网＋”与地理教学充分融合的策略 
1.微信公众号的建立，提供学习平台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网络技术的成熟，微信作为一种交流

软件，在教学上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老师可以利用微信建立
一个学习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复习和预习，也能
够在平台上与同学和老师进行交流。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
地理学习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使他们在课余时间也能够有一个
方式去进行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学生在微信公众号中可以进
行资料搜索和提出问题等，老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集学生的疑
问，在课堂中进行详细解释，提高教学效率。 

例如在《天气与气候》这一课的教学中，学生在上课前可以
自己进去公众号平台，在里面进行预习，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向老
师提出，这样，老师也可以搜集学生的疑问在第二天的课堂中为
学生进行解答，使学生的印象更为深刻。在微信公众号中，学生
可以通过观看不同地区同一天的天气来了解天气的特点和地区
差别，然后再观看不同季节同一个地方的温度和湿度等变化，来
了解气候。学生在微信公众号中可以与同学进行讨论，共同学习
与进步。 

2.微课程的建立，实现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 
微课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利用信息技

术进行资源整合，在教学方式不断创新的形式下，微课程以互动
性强和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让学生在其中能够有效参与到课程讨
论中。并且，微课程的设立包括了多媒体课件、视频和名师解析
等模块，不断丰富微课程的教学，使微课程成为学生讨论和解决
问题的主要平台，让学生在微课程中学习收获更多的乐趣，作为

课堂的辅助教学工具。 
例如在《走进国家》这一课的教学中，学生需要学习多个国

家的天气气候、地理位置和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果老师仅仅只是
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讲解，经过一段时间学生就会忘记所学知
识。所以微课程的存在能够让学生不断复习知识来加深记忆，并
且在微课程中老师可以导入关于国家的 PPT、视频和知识要点等
学习资源，让学生在家中也能够通过自己观看视频和 PPT 巩固
自身的知识。像日本这个国家，老师可以通过形象化的视频来展
示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然后通过细致的讲解达到教学效果。 

3.“互联网＋”与翻转课堂结合，提高学习效率 
初中由于课程较多，并且课堂时间有所限制，学生学到的东

西容易碎片化，而“互联网＋”能够将这些碎片化的东西结合起
来。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主学习阶段、合作
学习阶段、总结知识阶段。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特性，让学生
自学和熟悉教材，在学生自学过程中可以借助微课来帮助理和提
高自学速度。然后通过组织讨论对难点进行深入探讨，充分激发
学生的热情，使地理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生动化。最后老师通过
进一步教学之后进行测试，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检测，以此来找
出学生较薄弱的地方，通过课后微课的帮助进一步学习，巩固知
识。 

例如在《中国的地形》这一课的教学中，老师在课上可以先
让学生自主看书，从书中找出不懂的地方和自己认为重要的地
方，然后通过合作学习对教材进行深入的了解，学生通过集思广
益，就会知道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山脉的的名称和大致分布，以
及我国复杂多样的地形。过后老师再进行深入讲解，让学生脑海
中已存在的知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加深学生的记忆，通过多媒
体的帮助让学生对于我国的地势地貌有一个了解。然后通过几个
测试题，让学生自主练习，检测今天所学。 

总结 
“互联网＋”的发展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非常大的进

步，老师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下，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融
入更多有趣的教学形式，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地理的魅力。信息
技术的发展使学生课后自主学习，自主探索成为可能，学生的自
学能力得到大大提高，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
老师和学生共同配合，“互联网＋”才能与地理教学更好地融合，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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