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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基于乡土资源的高中生地理实践力培养研究
阎　菡

（甘肃省华亭市第一中学，甘肃 华亭 744100）

摘要：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新课程改革的深入

实施对地理课程教学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乡土资源对高中生地

理实践力培养进行了重点研究，希望为高中地理教学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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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践力是一种行动的能力和经过训练和培养之后所形成

的品质，这种行动能力、品质并不是先天具备的，而是后天培养的，

是人们在地理实践活动中所进行的考察、模拟试验等活动所展现

的，同时也用于人们对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和人、地之间的关

系的观察、理解等。

一、地理实践力的具体表现和意义

（一）地理实践力具体表现

1. 对于地理信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能够用线上或线下手段

收集和整理信息。常见的方法包括：调查、观察、网络查询等。

收集和整理的地理信息，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归纳意识，也能提高

他们对于问题的发现、分析和探究的能力。

2. 能够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设计方案。此外，还要选择适宜

的地理工具。

3. 通过对已制定的地理实践活动方案的实施，来让学生去主

动学习、体验和反思，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方法。

（二）地理实践力的意义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重视对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可以推

动地理课程向科学化教学前进，教师在课堂中给学生们讲述的地

理知识不再是死知识、旧知识而是活知识，同时也让地理课堂变

得更加有血肉和灵魂。地理跟生活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教

师在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时，应从实际生活着手，加强对乡土资

源的运用和开发，从而使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够更加有效地运用到

实践中，帮助他们构建更为完善的知识体系。

知道地理知识，明确地理应用，可以使地理课程中原本的静止、

抽象的知识动态和形象起来。高中地理教师将乡土资源运用到地

理教学中，构建开放化的地理课堂，可以丰富教师的课堂教学资源，

还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培养他们的地理实践力和地理思维也

具有积极意义。

二、基于乡土资源的地理实践力培养措施

目前，在高中开展地理实践方面的课程刚开始启动，在对学

生进行实践力培养时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对此，高中地理教师

应做足充分的准备，以扎实推进该课程的开展，并积极借鉴国内

外相关经验，让学生的地理实践力不再是口头说说，而是真正地

融入到学生的综合能力体系中。从乡土资源出发，来加强对学生

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进行课前培训

高中地理教师在开展实践活动时，应向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

培训。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从跟学生们生活相关的乡土资源入

手，以课堂教学或讲座等形式让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此

外，教师也可以通过校园广播和微信、qq 等现代化的沟通交流

工具来向学生普及他们将要参与的地理实践活动的安全知识和注

意事项，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为后续的地理实践活动奠定安全

基石。

（二）对选题进行指导

在经历了课前培训之后，就要对学生将要进行的地理实践活

动进行选题方面的指导。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从学校所处的地理

区域和学生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让学生选定自己将要研究和调

查的主题。如果学校附近有河流，就可以以河流为主题，来让学

生去观察和调查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土质特征等。通

过对学校所在区域乡土资源的利用，让学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个

更为深刻的认识，是培养他们热爱家乡情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将学生进行分组

在确定选题之后，便可以将学生按照差异性来进行分组。分

组时遵从的原则为每个人都有实践的任务，每个小组都有实践的

成果。通过将学生分组，可以使提高他们研究课题的积极性，提

高课题研究的成果率。

（四）重视实践过程

分组之后，便进入到最为关键的实践阶段。在此阶段，各个

实验小组既需要具备具体的行动计划，又要选择实施课题的工具、

仪器等物品。此外，教师还需要设置具体的课程来实施这一行动

计划。实践活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对很多细节进行推敲和

打磨，并通过将乡土资源融入其中，可以使学生的地理实践力获

得一个显著的提升。

三、结语

高中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既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地理知识的理

解，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地理思维。学校教师将乡土资源渗透运用

其中，能使学生将所学的地理知识和实践充分融合起来，是提高

其学习效率，培养他们热爱家乡情感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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