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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兴趣的实践与反思
孙伟民

（甘肃省嘉峪关市第六中学，甘肃 嘉峪关 735100）

摘要：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不断实践、反思，才能更快、更好的提高成绩。地理课程标准和教材都

提到课堂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课堂中去积极努力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教学内容的组织以学生的活动为主要形式，学生在观察、

分析、讨论中灵活运用地理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教学中学生的主体作用，这就需要改进课堂原有的教学方法。面对

普遍存在的课堂中老师讲解为主的现实情况，谈谈体会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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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利用教材趣味性的特点，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我们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自身对本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学

习兴趣，就会积极主动学习。当今社会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的

时候，就给孩子报各种特长班，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学成者很少，

其原因就是孩子没有产生兴趣，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学生自身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能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其重要的，

这与发挥课堂中学生的主体作用关系密切。从地理新教材中知识

点分布来看，意图明显就是趣味性是教材主要的特点。

教材的这一特点恰到好处为学生获得直接学习兴趣提供了条

件，我们利用好教材同时更好把每天相关时政要闻和相关一些生

活常识应用在教学中之中，在教学中还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提

供的多种多样图片和文字的辅助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

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一定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我们地理课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更好利用地理知识自身的

趣味性这一教材中优势特点，利用趣味知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

把趣味性知识融入课堂之中，这样我们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自然效果会好。

比如：在学习大陆漂移假学说内容时，我先给学生讲述了世

界海陆分布的变化的一种趋势中的一点知识。“同学们，我们都

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是太平洋，它的水域面积占世界水域面

积的一半还多，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辽阔的浩瀚的太平洋，现在

从北京到华盛顿乘飞机还要十几个小时，然而几亿年以后世界上

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在世界上就消失了，中国与美国成了陆地邻国，

从北京到华盛顿开着私家汽车就可以抵达。”学生问：“老师这

是真的吗？”“是海陆格局发展的一种趋势，需要漫长的年代，

这与我们今天学习的大陆漂移假说的板块运动有关。”学生的注

意力自然就会被吸引到课堂上，学生对本节课学习内容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主动学习的心理被调动起来。

二、利用教材中地图优势的特点，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地理教材中地图的种类很多，包括政区图、地形图、交通图、

旅游图等多种多样的地图。不同的地图反应的信息也不同，所以

说地图是地理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地图是地理课的第二语言，学生要学好地理课，首先就要学

会利用地图，这是至关重要的。地图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它

对于学生了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具有重要作用。

人们常说：无图不成题，其实就是指我们地理学科的特点。

因此，地理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地图这种神奇的作用，运用地图指

导学生，使学生更多参与教学活动之中，这样就培养了学生的主

体作用。

初中地理教材中安排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这样我和学生读图

和绘图等技能的训练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

培养学生读图的能力。

例如在《多变的天气》教学时，我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天气预

报图，让学生模仿电视中天气预报播报员，播报一些省会城市天气，

这样使学生巩固了本课所学的天气符号，巩固复习了我国主要城

市的地理位置，联系到生活实际，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用能

力得到锻炼，增加了学生的自信心，用更好的状态投入课堂学习

之中，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三、注重学习方法指导，教会学生地理学习技巧 

学生学好地理的方法很多，我充分利用地理学科教学的特点，

培养学生爱思考地理问题、会解决地理问题。根据我们地理学科

的一些特点，我常用的方法有：

（一）规律法

在记忆我国的几列主要山脉分布规律时：东西走向山脉北中

南有三列，北天阴、中昆秦、向南有南岭。东北一西南有三列，

西有兴安太行巫雪峰，中有长白和武夷，宝岛的台湾山脉分布东。

祖国西南喜马拉雅弧形山，东西绵延 2400 多公里，珠峰傲立中尼

境，八八四八点八六世界雄伟最高峰。（2020 年新测量的高度）

言简意赅，记忆深刻。

（二）图像法

地图是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依据，教学中一定要指导学

生多读图、多自绘地图、尽可能使地理知识图像化，图文结合，如：

学习中国的行政区划时，充分利用中国政区图，观察疆域四个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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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置名称，34 个省级行政区、轮廓特点和每个行政区的行政中

心城市位置名称。

（三）观察法

在地理课堂教学中要不断指导学生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是

非常的重要。努力创造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给学生发挥学习主

体作用的重要环节。这样就会在自由、愉快的课堂氛围中，点燃

学生学习地理课热情。

地图是地理教学必备的教学工具。在课堂教学中“描绘地图”

的环节就是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等方面，是多媒体教学中不

能取代的。七年级学生刚开始接触地理学科，这个阶段的孩子，

模仿能力强，记忆力好，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教学中配合使用

绘图教学法：教师板图教学抓住学生眼球，注意力紧紧跟随老师；

学生自己描绘地图时注意力更加专注，真是有身临其境之感，这

样教学效果明显好于只是讲解知识来记忆知识点的方法。

因此，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教会学生通过“描绘地图”能充

分发挥学科优势，是地理教学中非常好的教学方法之一。同时培

养了学生积极参与的信心和能力，教会了学生地理学习技巧。

四、地理教学要提高学生的读图能力，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地球公转”的问题，是七年级上册的一个重点，课堂中讲

解的时候学生回答得很好，但是学生练习自己读图解决问题时无

从下手。所以我采取趁热打铁、及时巩固的方法。布置绘图练习，

学生自己描绘“地球公转示意图”，太阳直射点，节气，日期，

季节，昼夜长短等相关问题一一标出。这样的作业练习思路清晰了，

准确率大大提高，达到了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使地理知识回归，

加深知识的记忆。

学习地理，学会识图、记图非常重要，是学好地理的前提。

我常和学生们说：掌握地图，头脑中有地图、心中有地图，你就

算没记住知识点，在考场上因为心中有图，会从地图中观察出所

要的知识点，就会看到所要的答案在向你微笑，你就会信心百倍，

取得好成绩；相反，死记知识点不会观察地图，感觉知道的知识

很多，但是不会运用，不能在地理考试做综合题时从地图查找到

答案，答案在看你微笑，你却不认识它，想得高分很难。这就是

地图的魅力啊！所以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五、绘图是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地理成绩的重要方法

描绘地图正是地理教材要求，在课堂中培养学生体验就是在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学生在描绘地图中参与实践，在一笔一笔的

描绘实践中掌握知识，当一幅幅优美的地图展现面前时，那种内

心喜悦、成就感、自信心的爆棚真是无以言表。

我的一位学生，学习成绩一般、平时很不自信。在一次我布

置的绘图作业中，暂露头角。她绘制中国政区图和中国地形图两

幅绘图作业，乍一看就是原图打印的一样，从图幅大小、比例尺

的设定、图例注记标识、色彩搭配等方面实属优秀作品一类。我

及时表扬，在全班，全年级各班给同学们展示她的作品，并奖励

给这位同学小小纪念品。出乎我的意料，期末考试她地理成绩大

幅度提高。如今，这位同学已经大学毕业，但她还保存着那两幅

堪称作品的自己绘图作业。我认为通过绘图，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感受学习过程，既学习知识，又增强学习能力及生活能力。绘图

是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地理成绩的重要方法。

六、及时反思是教育教学的需要 

初中地理的新教材是很有趣味性的，我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理研究室在杭州举行的新课程研讨会时，很多专家指出新教材

趣味性和实用性增加了许多，就是要让学生们在有兴趣的前提之

下，轻松愉快学习，学习更多生活中有用的地理知识。

我刚刚使用地理新教材时，实实在在的感到教材中趣味性和

实用性大大提高了。我也认真地反思，新课程的理念就要求在地

理教学中应从有利于学生生活实际和终身发展着手，充分培养学

生学习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积极性、从而发挥学生主体地位这种

层层递进的学习方式，在教师的帮助下，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同时，给学生们更多的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就像前面提到

的在一次布置的绘图作业中，一位同学暂露头角。在恰到好处的

时机中，及时的表扬，激发了这位同学的学习地理课兴趣，增强

学习自信心，发挥出内在的潜力。 

七、结语

总之，我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兴趣同时，还在不断实践与

反思。快乐的绘制相关地图是学习好地理课的技巧之一，一幅幅

精美、流畅，有形有意的地图展现在自己面前，不仅使学生获得

成功的体验，又使得教学内容鲜明、精炼、重点有突出，难点有

突破。所以教会学生善于自己动手描绘地图，将一幅幅地图植入

学生大脑中变成“心图”，学习效果自然事半功倍。这正是当今

我们教育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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