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6 Vol. 2 No. 12 2020教学创新

例谈主题式情境探究在高一地理教学中的实践
杨　琼

（浙江省宁波市华茂外国语学校，浙江 宁波  315192）

摘要：从情境认知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角度来看，基于主题式情境探究的课堂教学，有利于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增加学生自主探

索和合作交流的机会，更易让学生获得情感和情绪体验，也更易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组合构建。当一个主题越真实、越贴近学生生活、越

有意义，学生就越容易通过理解而习得知识，而非死记硬背，从而在探究活动中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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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式情境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版）》中四大地理核心素养

的提出，建议教师反思日常教学和评价的方式和方法，在继承传

统教学有点的基础上，尝试更多地运用问题式教学等教学方法。

提倡依托情境设计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引导学生运

用地理的思维方式，建立与问题相关的知识结构，并能够由表及里、

层次清晰地分析问题，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些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每个学科在课程整合的理念

的基础上都提出了主题式情境教学。教师根据学习内容，和学生

的学情，在实际课堂中借助多种手段，创设出尽可能逼真的、能

反映知识生成和应用的学习情境，然后设置相应的“子”情境，

“子”情境里包括语言、声音、文字、图片和其他内容，通过“子”

情境形成一个内容鲜明的单元主题情境。

从情境认知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角度来看，这种教学方式有

利于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增加学生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机会，

更易让学生获得情感和情绪体验，也更易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组合

构建。当一个主题越真实、越贴近学生生活、越有意义，学生就

越容易通过理解而习得知识，而非死记硬背，从而在探究活动中

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下面，本人就高一地理教学中的实践课例《农业区位因素及

其变化》来谈谈主题式情境教学的经验和反思。

二、基于主题式情境探究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一）把握方向，立足新教材、课标和学业质量要求

1. 课标要求：2.5 结合实例，说明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

2. 学业质量要求：结合新课程标准中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要

求，高一学生的学业质量要求为达到水平 1 和水平 2 即可。

3. 课时安排：2 课时。

4. 使用教材：新版人教版教材 

（二）巧创情境，贯穿线索，紧扣主题

依据“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的基本理念，地理教师在课

堂上所创设的问题情境应该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还要方便生产

和生活的应用，从而突出地理学科学以致用的特点。

在教学中，很多老师会喜欢用教材中的情境案例导入，直接

地把真实发生的情境就等同于贴近生活的真实情境。笔者认为，

教材中的材料一般是根据教材编写的需要而选取典型的案例，它

有利于增加学生知识面的广度，比如教材中的导入案例：“世界

桑蚕看中国，中国桑蚕看江浙”。种桑养蚕一直是我国江浙地区

的传统农业。21 世纪初，广西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桑蚕生产

基地。现在“世界桑蚕看中国，中国桑蚕看广西”。为什么我国

最大的桑蚕生产基地由江浙地区转移到广西呢 ? 但是对学生而言，

它不贴近生活，不亲切，不能感同身受。比如，对于家住在江浙

地区的学生来说，虽然就处在案例发生的地方，但没有经历过种

桑养蚕，所以该产业对他们仍是陌生的，有距离感的。地理教师

可以改良材料，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更贴近学生生活的切入点或更

有兴趣的案例来设计和挖掘问题情境，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具有

高动机的环境中，而不是仅仅关注教材中的材料本身。

比如，棉花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已在黄河下游平原

棉区、长江中下游平原棉区及新疆棉区等地形成大批棉花集中产

区。近日因互联网上一片支持“新疆棉花”的声音，让棉花成为

一个热门话题。同时，我们很多同学身上穿的衣服的面料很多就

是棉花纺织品，棉花的生产就一下子离他们很贴近了。这是有意

义的、也是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情境，可作为深入探讨的好主题。

由此，结合时事事件，本人想到了选取“琼琼子的事业梦想：I 

want to be a modern farmer ！（我想成为一位现代农民）”作为本

主题农业区位因素的导入线索。

开展这样有意义的、也是贴近学生生活的主题式探究，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还能培养学生关注生活中各种事象

背后的地理要素、发现地理问题和解决地理问题的地理实践能力

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本节课中这条线索贯穿整个单元，围绕这条线索，创设有 6

个衔接的“子”情境：（1）提出主人公的事业梦想：在宁波种植

长绒棉。（2）在宁波能种长绒棉吗？（3）在宁波种长绒棉种哪儿呢？

（4）在宁波种长绒棉要怎么种呢？（5）种植长绒棉的未来行业

发展有何趋势？（6）主人公永不止步的追梦之路。

采用“案例—原理—案例”的模式，设置 4 个探究活动，让

学生初步了解农业活动的空间特点，然后学会举一反三，实现知识、

能力、过程、方法的迁移与应用。

首先，教师给出主人公的背景和梦想，提出让学生容易理解

的情境线索：“琼琼子”（主人公名字是学生给老师起的外号，

瞬间拉近老师、课堂和与学生的距离）想成为一位在宁波种植长

绒棉的现代化农民，请同学们帮她看看事业梦想能否在宁波实现？

情境主题
“子”情

境主线
教学过程

I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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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farmer ！
（我想成
为一位现
代农民）

（1） 提
出主人公
的事业梦
想：在宁
波种植长
绒棉

教师给出主人公“琼琼子”有这个事业梦想的
理由：
①棉花作为传统的纺织原料，很受欢迎。
②互联网上一片支持“新疆棉花”的声音，在新
型国际形势下，优质“国货”的市场需求量大增。
③很多纺织工厂原料改用新疆棉花，供不应求，
价格上涨。
④棉花品种中新疆长绒棉品质优良，口碑效应
高，主人公相信肯定大卖，有利可图。
⑤在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中（这个内容在后续章节
中会学习），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大力发展农
产品生产的主要产区，其中主要农产品包括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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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宁波能种
长 绒 棉
吗？

探究一：
学习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分析的原理，分析在
宁波种植长绒棉的可行性：
①分析棉花种植的习性：棉花，喜热、好光、
耐旱、忌渍，适宜于在疏松深厚土壤中种植。
土壤要有一定肥力，富含硼元素。生长期（4-9
月）需水量大，收获季节（10-11 月）雨量小，
持续晴朗。说明新疆长绒棉品质优良的原因。
教师为学生提供新疆的地形图、新疆的气候资
料图等，学生总结回答：农产品的品质主要取
决于气候、水源、土壤等自然条件，同时也与
人为科学的管理有关。
②对比宁波的自然区位条件（有利和不利），（从
中等尺度）确定在宁波种植长绒棉的可行性。
教师为学生提供宁波的地形图、宁波气候资料
图，自然灾害分布图。其他由学生课后补充。
学生通过对比新疆自然区位条件的优劣，简要
回答。（注意答题方法的培养）
探究完成后，展示真实情境案例：江浙地区棉
花种植业分布图、种植历史资料。补充山区农
业生产对象（果树、茶树等）图片资料，说明
地形对农业生产的主要影响。
小结：说明自然因素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素。
农业区位选择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
原则。

（3） 在
宁波种长
绒棉种哪
儿呢？

探究二：
学习农业微观布局的原理，分析在宁波城市郊
区发展棉花种植业的可行性和布局原则。
①对比宁波郊区农业活动的照片，说出城市郊
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大棚蔬菜、棉花、
水稻、乳牛厂的乳牛、花卉等），分析影响农
业生产的人文因素。
教师可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宁波郊区农业生产的
新闻图片、风光摄影图片等，学生总结回答。
②分析城郊农业的布局特点。
教师提示学生可以从农业生产的成本和经济效
益角度，抓住产业活动是使经济效益最大化
的本质，说出城郊农业的一般布局，得出棉粮
等农业从微观角度在小范围地区的农业区位选
择：应布局城市远郊，并由近及远分布类型不
同。
基本思路：地价高低→单位面积产值→生产需
水量→产品对运输的迫切性
探究活动后，创设习题情境：
假设某城镇及其周围地区要发展①乳牛养殖业
及②花卉③棉花④苹果三种种植业，请说出甲
（平原）、乙（丘陵）、丙（远郊交通干线附
近）、丁（近郊交通干线附近，靠近河流）四
处与之对应的生产对类型。
小结：在自然因素影响的基础下，市场、交通
运输、政策法规、资金、技术等因素也对农
业生产产生影响，其中市场的需求、农产品的
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
模，政策法规影响或直接干预农业生产，从而
影响农业区位的选择。农业区位选择应当遵循
综合考虑的原则。

I want 
to be a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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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
为一位现
代农民）

（4） 在
宁波种长
绒棉要怎
么种呢？

探究三：
对比现代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的差异，分
析农业区位因素的变化。
教师通过展示宁波棉花种植的真实情境案例的
场景视频，学生总结回答：市场、科学技术（生
产技术、技术装备等）、交通运输和保鲜冷藏
技术、劳动力等因素的变化。
探究完成后，展示真实情境案例：
教师通过新疆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和收割棉花的
视频，说明宁波发展大规模的棉花种植的劣势。
情感态度升华，展示我国“新疆棉花”生产的
优势和实力，让学生由衷地发出为祖国自豪的
感慨。体会新疆大面积种植棉花并成为我国主
要产棉区的原因。
进一步展示真实情境案例：浙江百亿民间资金
进新疆——进军更有利于棉花种植的地区。

（5） 种
植长绒棉
的未来行
业发展有
何趋势？

探究四：
思考：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及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真实情境案例分析（图片和视频）：
①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变化：远离城市的农
副产品基地、高品质的农产品受追捧、打破地
域限制的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区、机械化迅速推
广带来的农业生产变革，东蚕西移。
②美国专业化农业生产区。
③热带新兴的花卉生产国和出口国（重点分
析）。
总结：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农业区位因素变化使农业区位选择更受人文因
素的影响。

（6） 主
人公永不
止步的追
梦之路

主人公“琼琼子”的野心（终极目标）：
放眼更广的区域（甚至全球），争取事业做大
做强！做一名能赚钱，有技术，有良知，胸怀
世界的现代化农场主！

三、课后反思

基于主题式情境探究的课堂教学，往往线索不会断，情境

中创设的真实案例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且有层层递进的关

系，能给学生带来较大的期待，学生容易有代入感。如果刚好

设置的主题比较贴近时事，带入感会更强，更能激发学生的情

感、态度、价值观，但是对教师备课的工作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这就需要未来，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问题上，我们的教师队伍

不仅多关注现实生活，积累生活化的地理素材，要更加团结协作，

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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