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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迁移理论的高中地理图文转换教学策略研究

叶萌 衣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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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文转换是高中地理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思维逻辑和学习手段倍受高中地理教师的关注。正迁移理论

能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应用知识，有效促进图文转换。本文研究基于正迁移理论的高中地理图文转换应用策略，旨在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为一线教师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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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或已有经验对

完成其他活动的影响 [1]。根据其性质，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

移。正迁移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促进作用，如高中自

然地理中先学习热力环流的相关知识再迁移应用到海陆风、

山谷风的学习中。负迁移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起干扰和抑制

作用，如中学地理中学习“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二维方

位辨别后对东西半球划分及时区划分的学习产生干扰。因此，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尽量避免负迁移，而多采用正迁移。

图文转换是高中地理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中学地理教

师较少将图文转换策略作为专题系统讲解。图像和文字在高

中地理教学中相辅相成，鉴于图文在形式上的差异性，很

多学生难以灵活地将图文融合转换利用，以促进对知识的理

解。借助正迁移理论，可为教师讲解和学生学习图文转换知

识提供新思路。

一、基于正迁移理论的图文转换教学策略

 针对高中地理课堂图文转换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结

合例题分析，探究优化图文转换教学策略。

地理图像常作为专题在课堂中呈现，地理教师以图解

方式揭示地理知识结

构、地理事物间的联系及地理事物或现象的特征与规

律，该方法被称为图解直观方法 [2]，基于正迁移理论的图解

直观方法集中体现为图文转换，包括图转文、文转图、图转

图三部分内容，在地理教学中相辅相成，要求学生全面分析、

灵活运用。

（一）图转文策略

中学地理教学中常用的地理图像有地图、地理示意图、

地理景观图、等值线图、地理统计图、思维导图、漫画等。

各类地理图像蕴含丰富的地理信息，承载自然、人文等地理

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地理环境发生、发展、演化的规

律与过程 [3]。借助正迁移理论，训练学生利用变式思维进行

知识迁移，将图像中的知识迁移转化至文字信息，提升学生

的图转文能力。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接受的变式训练越多，

正迁移理论越能深入学生的图文转换过程中，对地理知识的

应用更加灵活，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图像向文字的转换。

1.读图。明确图像主体内容如图名、图例、比例尺和

图像结构等要素，从 图中获取关键信息，教师引导学生联系

教学过程中的典型读图事例，由具体事例迁移归纳读图的一

般顺序和要点。

2.析图。根据找出的图像要点和基本结构，运用形态

变式思维进行图文转换。详细分析图像后获取关键信息，根

据图中提取的关键信息，联系已有知识，将已有知识迁移至

获取的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实现信息向文字知识的转化。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例题，引导学生从图中归纳

关键词，利用关键词进行例题的后续分析，分析问题思路更

加清晰 [4]。学生发现，利用系统的图转文策略能够全面整合

信息，厘清思路，且利用正迁移策略及变式思维能够帮助学

生更准确高效地将图像信息迁移至文字知识，更高效地实现

图像转文字过程。

高中地理教学中基于正迁移理论进行图转文的内容很

多，如在学习世界气候内容时，教材展示各气候类型的年气

温和年降水量变化图，多为柱状图和折线图，学生通常能读

懂图像，但难自觉转化成文字信息。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图

像，提取关键信息，如极端值，变化趋势等。联系已学知识“气

温特点”“降水特点”，将已有知识迁移至从图像提取的信

息中，进行综合分析，帮助学生更快更准地分析图像，实现

图像向文字的转化，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二）文转图策略

在地理教学中，文字叙述占重要地位。文字信息相对

图像更抽象、内隐，在地理学习中若仅有文字信息，学生难

以理解，因此，需培养基于正迁移理论将抽象文字转化为直

观图像的技能，即文转图的技能。由于图像种类丰富多样，

因此文转图的类型很多，包括文字转为思维导图、地图、地

理关系图等。文转图策略的应用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知识基

础，能够将已学知识灵活迁移运用解决问题 [5]。

1. 选择合适的图表形式。如学习气候特点时，将数学

中所学的统计图知识

向地理知识迁移，用柱状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展示地

理知识；学习岩石圈物质循环时，将文字描述用地理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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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均可作为教学中正迁移应用的典型。教师可引导学生

由所学知识发现其中文转图范例，归纳不同类型的文字描述

对应的图像类型，总结规律，迁移应用到其他文转图过程中。

2. 结合演绎推理法构建知识关联。文字和图像共同构

成地理知识架构，其中的关联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构建 [6]。在

进行文转图训练之前，先引领学生梳理已有知识，将其迁移

至所提供的文字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引导学生发现新旧知

识关联及文字和图像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文字知识对应的图

像内容，进行文转图训练，让学生借助正迁移提升文转图的

能力。如：学习大气运动—热力环流的相关内容时，教材给

出热力环流过程的文字详述，其中涉及等压面、气压概念等

相关知识，需将文字叙述转化为直观图像进行理解。此时

教师应引导学生明确热力环流的过程应用地理关系图表示，

回顾等压面、气压概念等已有知识，将已学知识迁移应用至

热力环流过程，与热力环流文字叙述涉及的地理知识进行

综合分析，在对新知识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从中归纳关键

信息——热力环流过程包含的几个大气运动过程，联系“大

气的水平和垂直运动”相关图像并迁移应用至热力环流过程

图，引领学生将对热力环流过程文字叙述的理解迁移至对应

的地理关系图，实现文转图。

（三）图转图策略

地理学习中图像和图像之间的转换比较抽象，难度最

大。地理涉及图像的问题常会在教材已有图像的基础上变化，

但核心内容不变。根据正迁移理论，教师可引导学生探究教

材已有图像，以教材图像为迁移应用的基础，把握图像的核

心结构内容，由此向外发散，结合已有知识进行迁移变形。

图像之间转换的策略可细分为一图向多图转变，多图

合为一图以及图像形式间的转变。究其根本，理解图像之间

的关联、运用变式思维是图转图策略的重点。如高中地理中

的岩石圈物质循环部分，教材中给出的三大类岩石转化关系

图为模拟自然界的写实图像，较为复杂繁琐，而学生日常阅

读练习遇到的则是简化后的各类岩石转化关系图，这要求学

生能够将复杂图像转化为简单图像，对学生的迁移转化能力

提出较高要求。教师可引导学生结合先前所学“自然界的水

循环”，将课本所给的写实图像通过箭头，文字及简单图示

转化为地理关系简图的策略迁移应用至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图像转化中，提取该图的核心内容框架。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对于课本中的图像加以变形，频繁

练习。在图像转换之前提取原图重点文字信息，并以表格的

形式整理在旁，作为图转图的提示信息。研究典型范例作为

学习其他图像转换的基础，引导学生归纳不同类型图像转换

方法，迁移应用至其他图转图过程中。将从原图提取的文字

信息与已有图转图典型范例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在正迁移

理论的支持下，学生可逐渐学会利用已有知识演绎新知识、

架构知识框架、构建知识间的联系，实现图像之间的转换。

例题：

下图为某一中学地理兴趣小组获得的“我国东部某地

区岩石与 1月均温等值线分布图”。读图，回答下列各题。

该兴趣小组推测

①乙地能找到古生物化石

②夜晚时，风从丙地吹向乙地

③甲地可能发现地下溶洞

④乙丙相对高度可能大于 1000米

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分析该题时发现图像内容复杂，因此考虑拆分图像。

但图像拆分的方式有很多，此时需要运用正迁移思维，引导

学生联想之前所学的类似图像拆分情况，迁移应用到本题

中。本题图同样由多种自然要素组合而成，要求探究自然特

征和要素间的影响，类似“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图像

构成，因此，可将上述图像拆分方法迁移应用至本题中，将

图像拆分成等温线图和岩石分布图，将学过的“等高线向高

处凸则此地为山谷”迁移应用到等温线的凹凸上，根据已有

知识综合分析各自然地理要素间相互作用，结合岩石分布类

型判断此地地形，结合“温度升高 100米，气温下降 0.6℃”

判断两地相对高度等，并基于所学知识进行判断和计算。

二、总结

基于正迁移理论，在已有概念、知识、方法、规律的

基础上，图像和文字间可进行相互转换，包括图转文、文转

图、图转图。灵活运用基于正迁移的图文转换策略，可以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变式思维，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激发学生地理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7]，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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