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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理模型制作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以等高线地形图的学习为例

祁芳霞

（金凤区尹家渠北街银川阅海中学，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地理新课标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其中地理核心素养要求培育地理实践力。其中地理实验包括地理模型制作与使用，本

文针对世界地形中有关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详细介绍地形模型的制作与地形图的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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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是地理学科的第一语言，学习地理首先要学会如何使用

地图，等高线地形图是认识地形图的基础。在初中地理教学中，

等高线地形图的识别较为抽象，对学生空间思维和逻辑思维要求

较高。而这部分内容又属于孩子们一接触初中地理就要面临学习

的内容，这就造成刚一开始有些孩子就有些力不从心，甚至对初

中地理的学习失去兴趣。而地理模型制作既能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又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最重要的是

地理模型制作能将抽象的内容直观化，使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掌握课堂内容。

模型制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某一地理知识，因此，

制作什么样的模型，在教学哪一环节开始制作，老师需要提前认

真研读初中地理课程标准，要明确某一课程教什么？要达到什么

样的预期目标？哪些内容需要地理模型制作才能达到更好的学习

效果？就等高线地形图这节课而言，湘教版教材安排在七年级上

册第二章第三节世界的地形这节课。2022 年版新课程标准要求这

部分内容要通过阅读地形图、图像，观看影视资料，观察地形模

型或实地考察等，区别山地、丘陵、高原、平原、盆地的形态特征。

等高线地形图的学习是学生认识地形图的基础，因其较为抽象，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模型制作、模型观察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更能

给学生留下较深的影响，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当前初中地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地理学习热情相对薄弱

目前，许多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活动还没有摆脱“应试”的束

缚。对于大多数教师、学生和家长而言，地理这一门学科需不需

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主要是看它有没有被列入中考

或高考的内容。但第一次学习地理课的学生，大多对地理知识学

习，具有很高的热情与积极性，而且在课堂上也乐于与教师互动。

但到了初二时期，由于学生需要学习的科目变多，学习压力也随

之提升，从而导致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越来越淡，甚至一些学生

完全失去对地理的学习兴趣。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地理在中考中

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只要多花点时间，考个及格就行了，根

本没必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在这种错误心理的作用下，学生的地

理学习热情越来越少，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地理学习效果。

（二）地理课堂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初中地理课堂上，

教师一般都是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将抽象的地理知识教

授给学生。学生只能跟随教师的节奏，运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来记

忆这些地理知识。但这样的课堂教学活动不仅忽略了学生作为教

学主体的地位，还不利于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更无

从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同时，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

分依赖于 PPT 课件，这既没有体现出多媒体教学工具的先进性，

又容易导致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形式

大于实质。对此，教师应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提

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创新情境教学、问题驱动等多元化的课堂教

学方式，从而有效地提高初中地理教学质量，打造高效初中地理

课堂。

（三）学生地理实践能力有待提升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初中地理教学还是以课堂讲授为主

要内容，课外教学和实践活动较少。但初中地理教学内容应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课堂教学，二是课外实践。通过开展地理实践教

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将所学地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

行有机结合。但当前初中地理教学课时有限，地理教学资源相对

陈旧，所以学生在地理实践教学中，更多还是以观察教师的演示

为主，没有太多动手实践的机会。更不要说在初中地理课堂进行

地理模型的制作。新课标对初中地理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

何培养包括学生地理实践能力在内的学科核心素养，已成为当前

初中地理教师面临的新课题之一。对此，教师可以引入模型制作

实践教学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地理实践学习，提升初中地理教学

的趣味性和实践性，为学生未来的地理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创新初中地理模型制作教学

就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这部分内容，课程设计首先应该结合

相关视频资料，明确等高线的含义，让学生了解等高线地形图是

如何绘制的？归纳等高线地形图的一般特征，如：同线等高；同

图等距；等高线闭合等。进而设置以下教学环节：

模型制作环节一：

1. 材料准备：地形模具、白蜡烛、红蜡烛、细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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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明确等高线的特点（海拔高度相同

的点连成的线），认识山体的不同部位，了解等高线地形图的绘

制过程。

3. 制作步骤：

（1）点燃一根白色蜡烛和一根红色蜡烛，先用白色蜡烛在地

形模具中融一厘米高的蜡油，再用红色蜡烛在模具中融一厘米高

的蜡油，以此类推将地形模具灌满蜡油。

（2）等待蜡油冷却后，将地形模型拿出模具。将细铁丝围绕

模型上每一个红白色蜡烛边界线一圈。

（3）准备一张白色 A4 纸，将模型上的所用细铁丝圈取下，

并按顺序由内到外依次排列在纸上，也可以顺着细铁丝圈将其轮

廓描绘在纸上，这样就得到地形模型的等高线地图。

4. 作品展示：展示优秀模型作品，并对彼此的作品进行鉴赏、

评价。

5. 等高线地形图相关原理归纳：带领孩子归纳等高线地形图

的特征。同一条等高线上各点的海拔高度相同；等高线都是闭合的；

相邻两条等高线之间的高差即等高距是相等的。

通过以上模型制作活动的实施，学生们首先明白抽象的等高

线地形图是怎样形成的，并明确等高线地形图的基本特征。在接

下来的学习中，孩子们在拿到等高线地形图时，能通过等高线地

形图判断其在所展示的地形特征。

本条目课标要求，通过阅读地形图、图像，观看影视资料，

观察地形模型或实地考察等，区别山地、丘陵、高原、盆地的形

态特征。因此，在以上活动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带领学生通过

地形图、图像、影视资料等区别不同地形的形态特征，并识别山

体的不同部位。为加深学生对本条目内容的理解，可设计创新性

作业，即特定等高线地形模型制作。

模型制作环节二：

1. 材料准备：自选材料（纸片、超轻黏土、泡沫等）、等高

线等形图。

2. 实验目的：加深学生对等高线地形图的理解；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

3. 制作步骤：学生自主设计。

4. 作品展示与互评。

二、地理模型制作的意义

首先，2022 版课标要求培育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而地理实

践包含地理实验、社会调查和野外考察，地理实验包括地理模型

制作与使用。通过地理实践培育学生的行动力和意志品质，并掌

握相对应的地理知识。

其次，能够使抽象的内容直观化。等高线地形图的认读及山

体不同部位的识别，一直是初中地理学习中的难点内容。常规教

学总不能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而等高线地形图模具的制作，能

更直观的帮助学生轻松的进行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

此外，还可以让枯燥的内容有趣化。相比常规授课，孩子们

对制作模型的实验课更加感兴趣，在明确实验目的，熟悉实验步

骤的前提下，孩子们积极动手，制作自己的等高线地形模型，不

仅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培养孩子们的创造能力。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学习兴趣的培养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教育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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