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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民族地区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趣味性的几点实践
羊毛加

（甘肃省合作市初级中学，甘肃 甘南 747000）

摘要：长时间以来，高中地理学科都没有能够得到高度的重视。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受到了经济还有交通等方面的限制，在教

学上面和其他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缺少专业的地理教师，地理教学质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提高。新课改下对于高中地理教学提出

了一些新的要求，民族地区应该把握住机遇，利用本地区的一些特色，全面提升高中地理教学的趣味性，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地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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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但是长

时间以来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重视。随着新课改的深化发展高中

地理所涉及到的知识越来越难，但是学生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高中

生地理基础比较的薄弱，为了能够改变地理教学的现状，扭转学

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教师应该积极创新地理课堂教学的形式，

为学生创造出一个富有趣味性的高中地理课堂，从而提高民族地

区高中地理教学的质量。本文针对提高民族地区高中地理教学的

趣味性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一、民族地区高中地理教学现状分析

（一）学生地理基础普遍较差

民族地区的很多学校在小学阶段基本都没有开设科学这一学

科，所以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的自然、科学、地理还有社会这些知

识并不了解。进入到初中阶段后，虽然设立了地理课程，但是因

为中考不考地理，所以地理学科教学形同虚设，根本没有能够引

起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学生并没有真正在地理课堂中学习到有用

的知识，这样一来导致学生进入到高中阶段后学习地理产生了一

定的难度。所以民族地区学生地理基础偏弱是当前高中地理教学

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教师专业素质有待提升

民族地区受到了经济条件还有交通条件的限制，师资力量相

对比较的短缺。很多民族地区聘请的地理教师一般都不是科班出

身，专业度相对较低。而且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和外界的沟通比

较少，不能够更好地了解外界的世界，导致教材中的一些数据资

料相对比较的之后，而且很多的教师都是采用藏语授课，但是一

些相关的地理资料基本都是汉文形式，这也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所以民族地区教师的专业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样才能

够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

二、提高民族地区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趣味性策略

（一）设置课程主题，改变地理知识的表达方式

在传统地理教学中教师往往都会按照教材的固定章节进行知

识的讲授，虽然学生看上去能够系统性学习相关的地理知识，但

是学习上还是相对比较的被动。如果教师可以换一种思路，打破

教材的限制，对于课程内容进行整合设置相关的主题，创设情境

引导学生利用主题进行学习，往往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比如在学习人教版高一地表形态塑造相关的内容时，教师

可以利用教材中的内容去结合学生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地形的变

化特点进行主题的设定，这样就很好地实现了学生生活和地理知

识的结合，让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地理课程的学习中，改变了原本

枯燥的地理课堂教学模式，拉近了学生和地理之间的距离，而对

于藏族地区的学生从小崇拜大自然，这种结合让能够提高教学的

效率。

（二）增加实践活动，提高地理教学趣味性

其实地理中很多的内容都来自于我们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所

以教师其实应该利用地理知识补充一些实践性的课程让学生学习。

这样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探究

能力。比如在学习关于宇宙天体相关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走出课堂，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可以组织学生去看一看天空的月

亮还有星星，让学生尝试寻找课本中提到的行星，通过这种实践

活动的开展让学生认识到了教材中的地理知识其实就在他们的身

边，就在大自然的万物中，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于地理学科

的好感，更有助于提高教学的效率。

（三）设定假设情境，提高地理神秘感

我们地理教学中很多的内容和数据都是经过实际的考察得出

的。但是我国幅员辽阔，所以并不是所学习的内容都能够在我们

现实所在的环境中找到。因此教师在讲解到某个知识点时，教师

可以把学生假设到教材中的地理环境或者区域中，让学生试图探

究解决的方式，这样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地理学科的神秘感，

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地理学科的欲望。比如在学习《森林的开发

和保护──以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例》时，因为学生没有生活在亚

马孙热带雨林这样的环境中，教师就可以假设情境，让学生愿意

进一步探究这样的气候环境下的不同状况。

三、结语

总之，受到了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目前民族地区的

高中地理学科教学质量相对较差。教师的教学水平需要进一步的

提升。为了能够转变民族地区学生对于地理学科的错误认识，教

师需要对地理课堂进行创新，改变传统地理教学的模式，丰富教

学内容，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进行教学，

提升地理教学的趣味性，这样才能够有效吸引学生参与到地理课

堂中，进而获得地理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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