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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吴　杰

（深圳市南山区荔香学校，广东 深圳 518052）

摘要：随着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为学科教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新课改要求在教学活动中着重培育学生的学科素养，但是在地

理教学中，由于包含着大量的抽象性知识，学生在理解这些知识的时候有些难度，此时教师就能借助信息化技术将知识直观的呈现给学生，

从而提升地理教学的质量。对此，本文将对信息技术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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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具备着形象直观、资源共享等优势，教师借助这

些优势开展地理教学，不仅能将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有效激发出，

还能调动学生参与地理教学的积极性，并且学生的地理视野也得

以拓展，从而强化学生地理学习效果。

一、初中地理教学现状

（一）对地理教学缺乏重视

在初中教育体系中，地理课程通常处于忽视地位。地理课程

学习难度不大，学生往往都在考试前简单地突击一下。只要将地

理知识点牢固掌握，就能够达到合格水平。久而久之，学生就地

理学习越来越不重视。加之，学校对地理课程也不够重视，地理

学科教学课时较少，甚至还常常被其他学科占用时间。由于地理

学科课时安排不足，无法按照课标要求展开教学活动，更不会投

入足够的时间融入信息技术，地理课程教学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二）教师理念出现偏差

由于地理课程缺乏应有重视，使得教师未能从内心深处意识

到地理教学的意义。并且学校的地理教师比较有限，一名教师往

往需要负责多个班级的地理教学任务，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教师

的教学负担。导致教师没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先进的教育技术，同

时也无法对地理课程标准展开深入，使得教师不具备与时俱进的

意识，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关注度不够，地理教学方式缺乏创新性，

进而制约了地理教学的质量。

（三）学生积极性有待提升

目前，因为学生对地理学习并不重视，未能形成优良的地理

学习习惯。尤其是初中地理学科知识繁杂，课堂氛围枯燥，学生

普遍会产生厌学情绪，不知道学习地理的目的在于什么，也就是

地理学习目标不够明确。教师用心教授地理知识，最后发现学生

完全没有兴趣深入学习。学生学习积极性低落，在学习地理时甚

至采用死记硬背方式，不具备读图能力，学生的地理学习效果就

会受到严重制约。

二、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

（一）直观展示地理知识

由于地理知识的抽象性，并且其中也包含这大量识记性概念，

显得较为枯燥，因此难以将学生的兴趣有效激发出来。而应用信

息化技术能使教师将这些利地理知识直观展现在学生面前，特别

是一些具备深度的地理现象，这样学生就能将地理知识清晰理解

并掌握，从而提升学生学习地理的效果。

（二）能使教学方式更具灵活性

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大趋势，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

教学资源供教师使用，让教学方式变得更加灵活性、多样化。比如，

在以往的地理教学中，由于多数教师一直都在以教材的知识教授

为主，因此教学模式较为单一，并且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学习

也不够深入，如何应对中考是教师经常交流的内容，而不是如何

改变教育模式，这就导致地理教学具有一定的因局限性。但随着

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教师就能依托互联网来获取自己需要的

教学资源，也可以通过观看短视频、网课等形式来学习先进的教

学方式，促使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而且教师还能将

自己所需的资料进行整理，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料库，确保能根据

学生的需求来调取相应的资料，同时备课效率、教学针对性得到

显著提升。而且教师还能够利用社交平台加深与学生的联系和交

流，改善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

不断提升。

（三）能够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在以往的地理教学中，教师板书和画图浪费了大量课堂时间，

而且练习环节也占据了地理课程大量的时间这不仅无法让学生体

会到知识的连贯性，而且也很难让知识得到有效的深入和拓展。

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教师利用提前制作的课件来展开教学，

只要教师调整教学顺序即可。再配合新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

减少学生练习的时间，以一种开放、灵活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地

理能力，巩固和拓展地理知识，使地理的教学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三、信息技术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启发性原则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能让地理知识呈现的

方式更加丰富多彩。教师要借助信息技术将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地

呈现出来，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知识，并借助信息技术搜集资料，

进行教学内容的延伸与拓展，以此让整个地理教学具有启发性。

（二）探究性原则

初中地理知识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学生需要经过实践探索

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知识点。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要根据具体的地理教学内容，给学生充足的探究时间与空间，让

他们从多个角度出发，对地理知识形成具象认知，自主学习，深

层探索，实现信息技术在地理教学预期的应用效果。

（三）互动性原则

教师在应用信息化技术开展地理教学时，应该遵循互动性的

原则。依托信息化技术这一媒介，逐渐深化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

强化学生对地理知识理解与认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借助信

息技术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同时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互动，以

此全面提高学生内化知识的速度和效能，提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

养。

四、信息技术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借助信息技术，开展趣味性导入

在初中阶段，虽然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

仍然存在“课前乱”的问题。通常学生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进入听

课状态，会导致地理教学效果不够理想，为了能将这一不足突破，

教师就能借助信息化技术来设计趣味性导入，将学生的注意力有

效吸引，促使学生能够快速进入到听课状态。另外，教师要想将

可教学导入效果充分发挥出，教师在应用信息化技术就要遵循趣

味性原则，从而提升地理教学的质量。例如，在讲解《亚洲及欧洲》

前，教师就能借助多媒体向学生播放与“亚洲”相关的纪录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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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如：《亚洲——文明之光》《亚洲神秘之城》《亚洲绝美秘境》

等，这些纪录片能够将“亚洲”直观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能将学

生的视觉充分调动起，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教师也能在

这些纪录片中选取一些趣味性内容进行课前导入。这样不能将学

生学习本节知识的兴趣充分激发出，还能使学生对本节知识有初

步认知，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主题“亚洲及欧洲”，不仅能实现自然、

顺利的过渡，还能提升地理教学的质量。

（二）借助信息技术，创设地理教学情境

由于地理知识有着较强的抽象性，教师难以在地理教学中应

用教具进行讲解，使地理教学缺乏应有的深度。因此，教师为了

提升地理教学的深度，确保生能够将地理知识有效吸收，教师就

能借助信息化技术创设出相应的教学情境，以此来提升学生地理

教学的生参与度。例如，在讲解“美洲”时，如果教师仅是应用

言语讲解的形式来讲解本节知识，学生难以将本节知识理解透彻。

为了能确保学生将本节知识消化透彻，教师就能依托信息化技术

将本节知识制作出动画形式，学生通过观看动画教学视频，就能

将本节知识快速理解并掌握。另外，通过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学习，

学生在理解地理知识时就会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也能强化学生学

习地理的体验感。除此之外，教师还能应用信息化技术来构建智

慧课堂，并围绕教学内容创设出问题情境，然后让学生在自己的

IPAD 或手机等移动端提交答案。根据学生的答案、实时、全面了

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再有的放矢地调整教学方案。应用这

种智慧教学模式既能实现学生真正参与课堂教学，锻炼学生问题

探究能力，还能给学生公平参与课堂提供重要契机，实现教育均

衡发展。

（三）借助信息技术，突出教学重点

在地理教学中，仅凭教师“说教式”讲解，难以使学生深入

理解地理教材重点、难点。然而，如果可以巧妙应用多媒体信息

技术手段，便可以直观展示地理知识，令抽象的地理知识愈加形

象化，进而加深学生对地理知识点的理解，令地理课堂变得更活跃，

从此有效提高地理教学效率。例如，在讲解“美洲”内容中的“南

北各异的自然环境”时，这部分属于本节的教学重难点。对此此，

教师就能依托信息化技术搜集相应的教学资源，并借助教学资源

将这些知识直观地呈现给学生，从而促使学生将本节知识理解透

彻。此外，教师也能应用信息化技术将教材中的插图（如图 6-32

北美洲地形分布）展示在学生眼前前，并向学生提出以下问题：

北美洲东部是怎样的地形？中部呢？西部呢？当学生回答完这些

问题后，教师便能将讲解北美洲地形的动画播放给学生，以此来

深化学生对这节知识的理解，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

教师为了能强化学生学习的效果，就能借助信息化技术将本节重

难点知识生动呈现给学生，提高学生地理学习兴趣，从而强化信

息技术在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四）借助信息技术，开展微课预习

是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利用好学生课余时间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预习习惯，才是实现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教学要求的重要保证。为此，初中地理教师可以利用制作微课视

频的方式来实现教学目标，利用微课视频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提升学生课前预习的质量。例如，在

制作《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预习微课视频时，教师首先要将本

单元需要实现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的教学目标单独列出来，

放在视频开头播放，使学生对本单元的主要学习任务有更加清晰

的了解，便于学生在预习时能够抓住教学重点。其次，微课视频

中要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其余一些琐碎的知识可以不在微课视

频中展示，利用微课视频预习，只需要抓住关键内容即可。这是

因为每一单元地理教学内容较多，全部展示在微课视频中时间会

过长，反而不利于学生预习。最后，教师可以将一些好听的音乐，

学生感兴趣的图片引入视频中，激发学生观看微课视频的兴趣，

为提升预习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力来源，特别是进行初中阶段的教

学，教师更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让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被充分激发出来。对于学生而言，地理知识具有趣味性，学生

才会认真听讲、主动思考、积极回答问题。教师幽默的语言只能

短暂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持久性不强。此时，教师可以利用信息

技术进行地理教学，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教师可以

利用信息技术丰富的地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感到地理学习的

趣味性。例如，教师在讲解《东南亚》时，就可以应用多媒体给

学生展示东南亚的地理位置，让学生了东南亚解地区在哪里；同

时可以利用视频播放东南亚地区的地形地貌，让学生思考探究东

南亚地区为什么水资源较为丰富；同时可以给学生播放东南亚地

区的一些宗教活动庆典的视频，让学生了解地东南亚区的文化和

信仰。这样利用图片或者视频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给学

生展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内容，让学生更

加了解该地区，也对地理课程学习的内容更加感兴趣、记忆更加

深刻，学生的学习质量也能得以显著提升。

（六）借助信息技术，将地理知识直观化

地理知识同其他学科知识相比较有着较强的综合性，地理学

科通常会划分为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在自然地理的教学过程中

有许多知识具有抽象性，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将教学内容更加直

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教师应当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

对于地理知识学习的效果。例如，在讲解“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

时，教师就能借助信息化教育技术来合理整合本节教学资源，并

将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相关知识进行汇总，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

解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的地形特征、气候特征以及人口特征等。

趣味性的图片和视频能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更加有效，将抽象地理

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加深学生对于理论

知识的理解，促进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让学生能够明白地球的

公转和自转与地球上的昼夜交替和四季更换有着怎样的联系，通

过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让学生放松下来，更好地去学习知识，为

构建高效的地理课堂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总结

总而言之，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应用信息化教育技术，不能够

丰富地理教学内容，还能将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充分激发出，有

效提升学生的地理水平，因此，教师就能借助信息化技术，开展

趣味性导入、创设地理教学情境、突出教学重点、开展微课预习、

激发学生兴趣、将地理知识直观化。这样就能在调动学生积极性

的同时，强化学生地理学习效果，最终提升地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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