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2 Vol. 2 No. 12 2020方法展示

AR地球仪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劳德冠

（南宁市第八中学，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地理课程在高中教育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高质量的高中地理课程不仅能够拓展学

生的地理课程知识，同时还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地理课程素养，从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在当前的高中地

理课程中，很多教师将主要教学精力放在了学生卷面成绩的提升上，忽略了学生对理论性地理课程知识兴趣不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

主要探究了 AR 地球仪在高中地理课程中的应用策略，以期提升高中地理课程教育教学质量，为促进学生地理学习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一

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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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地球仪是一项融合先进科学技术的教学辅助用具，主要是

针对中学生对地理知识理解能力不足而设计的新型教具，旨在推

动地理课程知识更为直观，增强学生的地理知识理解能力。

AR地球仪对高中地理课程进行了重新定义，实现了 AR（即

增强现实）技术与地理课程知识点的有效融合，将不同区域、不

同模块的地理知识集中展示在地球仪上，帮助学生明晰地理教材

中的知识模块。

教育实践证明，推动 AR地球仪与收集 App 的有效结合并结

合电脑同屏技术，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地理课程知识的兴趣，

促进学生地理综合思维等学科素养的有效发展。

一、AR 地球仪的主要特点

在当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AR技术的应用为教

育创新工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AR技术具备现实与虚拟结合的

特点，具有很强的实时交互功能。

所以，推动AR地球仪在高中地理课程中的应有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虚实结合，能够使理论化的地理课程知识点更为直观，

降低学生的地理课程知识学习难度。

其次是整体性，学生借助 AR地球仪能够从“上帝视角”来

理解不同模块的地理课程知识。最后是交互性，学生能够应用

App 主动探索地理课程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对地理课程知识能够

形成更为立体化、动态化，养成良好的空间立体认知，建立起整

体性的地理学科知识体系。

最后是课程内容知识的专业性：AR地球仪的应用可以展示三

维的场景，将抽象化的课程知识形象化的展示给学生，帮助学生

分析自然规律，实时为学生重现经典场景。

此外，AR地球仪的应用还能够为学生提供标准的比例尺、图

例设计和 720°观测等等，学生能够自由操纵 AR地球仪。通过这

些特点，教师可以开展体验式教学和沉浸式教学，促进学生地理

综合能力的发展。

二、AR 地球仪在高中地理课程中的应用现状

在现阶段的地理课程教学中，AR地球仪的使用尚未普及，很

多教师对这一新型教具的应用较少。我校在开展教研活动时，根

据相关课程教师的讲解活动，决定在地理课程教学中引入 AR地

球仪。

不过在当前的地理课程中应用 AR地球仪活动需要做大量的

准备工作，首先是要采购 AR地球仪，其次是 App 的应用，当前

大部分的 AR地球仪只能被三台手机操作。最后是课程知识内容

的调整，不仅要结合 AR地球仪的使用进行重新构建，同时还要

突出课程知识的重难点。

比如，我们在为学生讲解洋流及沿岸气候之间的关系时，如

果直接为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述，学生学习起来会存在困难。

但是在 AR地球仪的 App 上有关于相关课程知识的详细讲解，包

括视听化的语言教学内容。因此，在应用 AR地球仪的过程中，

要对地理课程知识进行有效整合，不断完善学生学生的知识框架

体系。

AR技术虽然比较全面，新颖，但是鉴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课

时的问题，这种教具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推广具有一定的难度。

比如我校在高一阶段的地理课程考试主要是必修 1的课程内容，

需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学生讲解全部课程知识，但是实际的

课程教学实践有限，如果在每节课程中都应用 AR地球仪为学生

讲解课程知识，势必会导致课程教学进度落后，课时不足。因此，

我们选择在教授重点课程知识时采用 AR地球仪，使课程教学内

容更加具有针对性。

此外，在当前很多学校应用AR地球仪开展地理教学的过程中，

不仅利用了手机 App，同时还借助希沃白板推动手机与计算机终

端的同步操作，但是由于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数量有限，有的学校

难以实现同步教学活动，只能轮流使用，这种情况下导致同一年

级中不同班级的地理课程教学进度不同，增加了 AR地球仪的推

广使用难度。

三、AR 地球仪在高中地理课程中的应用策略

（一）结合同屏技术，增强学生认知

在应用 AR地球仪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创新性教

具的主要特点，在实际的课程教学活动开始前将手机终端与计算

机相连接，应用同屏技术开展教学。学生可以利用手机来扫描 AR

地球仪，这样就能够在手机屏幕中呈现 AR影像，从而推动学生

更为直观地理解地理课程知识。

以笔者的课程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学习“洋流”的

相关课程知识时，由于这部分内容是高中地理课程中的重难点知

识，因此在相关课程知识教学活动中我们采用了 AR地球仪。

在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会组织学生绘制世界洋



0632020 年第 2 卷第 12 期 方法展示

流的简图，要求学生对不同的暖流和寒流进行记忆。在学生记忆

的过程中穿插世界四大渔场主要分布以及其成因，在诠释完洋流

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之后，指导学生开展随堂测验活动，巩固课程

知识。

但是这样课程教学模式难以给学生带来直观的感受，学生在

地理课堂中较为被动，缺乏主动思考的能力。而应用 AR地球仪

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可以利用手机 App 对全球气压带

和风带、洋流的分布形成动态化的、详细的认知。学生在直观的

视听化内容的影响下，可以看出北半球的洋流呈“8”的形状运动，

而南半球的洋流呈“0”的运动。

在此基础上，我组织学生进一步学习全球洋流的主要分布特

点：笔者立足于课程知识的实际内容，根据区域要素将世界洋流

划分为了“北太平洋洋流”“南太平洋洋流”“大西洋洋流”和“印

度洋洋流”，在讲解不同区域的洋流时，组织学生利用手机 APP

将场景旋转到相应的区域上，指导学生对区域的洋流特点形成直

观的理解，深化学生对不同区域洋流特点知识的记忆。

此外，笔者还为学生讲解了世界著名的大渔场与洋流之间的

关系，指导学生通过手机 App 观看不同的渔场附近的洋流特点，

以及这种特点对渔场的重要影响，要求学生自行总结世界著名渔

场成因，从而实现地理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讲解到区域洋流对沿岸的气候的影响时，主要为学生讲解

了欧洲西部、澳大利亚西海岸和秘鲁太平洋沿岸的主要气候，学

生能够应用手机 App 借助 AR地球仪来分析洋流与沿岸气候的主

要影响，并推断出不同区域的不同气候特征。

在指导学生学习洋流对航海活动的影响时，我结合哥伦布的

两次航海活动，学生在案例学习过程中能够得知顺洋流航行速度

较快、逆洋流航行速度较慢。

此外，我结合AR地球仪为学生展示了核电站污水的排放预测，

使学生通过 APP 观看核电站的污水排放在 3天、6天和 30 天内的

污染发展范围，这样就能够使学生理解洋流的流向和主要作用：

洋流能够将近海的污染物稀释、扩散，但是也会导致污染范围扩大。

（二）开展小组讨论，提升教学效果

在应用 AR地球仪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新教

具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有效结合，开展小组讨论等活动，提升地理

课程教学活动的实效性。

以笔者的课程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学习“板块构造

学说”的课程知识时，就结合了 AR地球仪开展教学活动，旨在

帮助学生了解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原理，并且能够对世界上主要

的火山地震带的形成与分布形成了解。

地球的表层由六个大板块和其他的小板块组成，虽然我们的

教材上有六大板块的平面分布图，但是平面的地图难以有效培养

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那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板块运动，应

用AR地球仪可以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六大板块的三维立体图形。

首先我要求学生打开 AR地球仪的手机 App，使用 App 中的

摄像模式对准实际的地球仪，手机屏幕上就会显示虚拟地球仪和

现实地球仪相叠加的内容，然后在组织学生们选择地球仪 App 中

的“六大板块”的课程知识内容，学生能够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上进行操作，对地球仪进行转动，或者对地球仪上的内容进行放

大或者缩小，观察地球的六大板块，并且在课程教学活动开始前，

我提前设计好了问题，比如：“喜马拉雅山脉是由于哪两个板块

的什么作用形成的？”“日本频发地震、东南亚地区多火山的原

因是什么？”学生们顺着这些问题，探究不同板块的位置和特征，

并且形成 5人一组的学习小组，对课程问题进行解答。

在学生分组解决课程问题之后，我要求学应用AR地球仪对“板

块运动方向”知识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主要记忆不同板块的

运动方向，并且对板块的挤压碰撞和张裂拉伸活动形成的地理现

象形成理解。

学生在观察 AR地球仪的过程中，可以对板块运动的过程形

成直观的了解，对板块挤压形成的地理现象——山脉与高原、板

块张裂形成的地理现象——裂谷、海沟形成有效记忆。

同时还能够在地球仪上找到喜马拉雅山脉、科迪勒拉山系、

马里亚纳海沟等等，将“世界主要地形”与“板块运动”的知识

进行合并教学。

最后，我指导学生通过App 观察世界上主要的“火山地震带”

的分布情况，并考虑已经学习到的“板块运动”的课程知识，分

析“全球的火山地震带与板块运动之间的关系”，学生经过小组

讨论得出了“不同的板块内部相对稳定，但是板块的边界比较活动，

火山地震带主要分布在板块之间的交界”。

四、结语

在实际的课堂应用中可以看出，将 AR地球仪应用到高中地

理课堂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学生在地理课堂上

无论是听课状态还是回答问题都更为积极，并且其地理知识理解

能力显著提升，能够将已经学到的地理课程知识串联到一起，形

成地理课程知识框架。

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中地理课程教师

要对自身的教学方法和辅助教具进行更新，AR地球仪作为现代信

息技术发展下的教学产物，是我们开展高质量地理课程教学的重

要辅助手段。

因此，高中学校在开展现代化地理课程建设的过程中，要重

视 AR地球仪的应用，积极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增强地理课程教师

对该教具的使用能力，以视听化的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在深化学

生对理论化地理知识理解的基础上，提升地理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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