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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问题，发展思维
——初中地理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漫谈

蔡晓娟

（东莞市长安东安初级中学，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初中地理教学是一门知识内容丰富并且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现代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教学

模式和教学理念，构建多样化课堂。教师进行地理教育的时候可以采用问题式教学模式，构建高校课堂，进而实现学生能力的提升。本

文就初中地理教学中如何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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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现代教育越来越强调对学生进行能力

培养。现代初中地理核心素养要求学生要能够具有良好的地理知

识储备和理论应用能力，让学生能够以能力的发展带动知识水平

的提升，所以现代教师要响应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的要求，运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创设有趣教学课堂。问题

式教学模式就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模式。

一、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问题式教学模式是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

线索贯穿教学始终的教学模式，通过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学生就能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对相关知识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与了解。

好奇心是所有学生的共同特点，而问题式教学模式就抓住了

学生这个特点，通过问题导入学生就会对问题的答案产生好奇，

就会迫切地想知道答案是什么，如何解出答案。求知欲能够激发

学生的内心力量，让学生更好地参与进学习中。

问题式教学模式有三个步骤：

一是提出问题、以疑导读，这一步需要教师结合教学内容提

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二是自学思疑、横向议疑，第二步要求学生学习的时候结合

学到的知识思考问题的答案，并且随着学习对答案的印象变得越

来越清晰。

最后一步是充分解疑、总结收尾，教师让学生们积极发言说

出自己的答案，教师要引导学生们对答案进行整合，总结出正确

的答案。

通过三个步骤的流程，学生就会对知识有进一步的认识与

了解，通过对问题进行探索和分析，学生就能够有效提升自己

的能力。

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意识，让学

生能够通过探索发现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有效提升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问题引导学生探索地理世界，让学生在自

主学习中实现地理素养的提升。

二、问题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问题式教学模式教学作为一种带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方

式，它能够以问题促进学生思考，以思考带动学生能力提升。问

题式教学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问题式教学模式需要提问和答疑，答疑过程需要学生不断深

入思考各种可能性。在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就能

锻炼思维能力。通过设疑就能培养学生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阅题是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问题关键。

教师结合教学内容设置教学问题，尽可能用问题点明要学习

的内容，让学生能够在读题的时候知道问题的关键词，之后在寻

找答案时就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寻找解决办法，进而实现自身学

习能力的提升。

（二）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兴趣是指引学生前进的第一动力，兴趣能够促进自主意识的

增强，在兴趣驱动下学生就会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学习中，在学习

中探索事物的本质。

问题式教学模式就能够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它通过问

题导入就可以让学生对答案产生好奇，在探索问题答案的过程中，

学生就会不断的思考，推进自己的逻辑思维。通过学习和分析的

过程，学生就能深化思考，对地理知识的掌握就能更上一层。

（三）构建师生互动课堂

在问题式教学中需要教师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问题，而学生则

要根据问题在学习中找出答案。在此期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就形

成了问和答的关系，教师就能构建互动课堂。

通过问和答学生就能在探索答案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知识

水平。教师要适当地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发挥自身的辅助作用，

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就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

在问题式教学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就会变的平等，教

师和学生就会有更多互动的机会，在互动中学生就能对知识有更

加深刻的认识，而自身的专业水平也能得到有效提升。

总之，问题式教学与初中地理教学的融合能够有效锻炼学生

的思维能力，在探索答案的同时，提升学生抓住问题主要矛盾的

能力。问题式教学发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自觉意识，以内在动力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问题式教学也能构建师生互动课堂，让学生在

参与互动课堂的过程中，深化自身知识水平。

三、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应用问题式教学模式的途径

（一）创设问题情景进行问题导入，以问题激发自觉性

问题式教学模式的第一步就是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适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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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认识到提出问题是最关键的一步，问题是否能切题、是否

能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是教师提出问题时所要遵循的标准。

教师所构建的问题需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能够以合适的题

目带动学生积极性，二是具有合理的难度，让学生能够在已有基

础上找出答案，落实地理教学。

所以，创设情境就是不错的途径之一，情景要与学生已有知

识联系，也要能迎合学生兴趣。以特色情景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

是构建主体性课堂的关键之一。恰如其分的导入是构建地理教学

情景的重要措施之一。

例如，笔者在带领学生们学习《地形和地势》这一章节的内

容时，在教学开始我会运用多媒体投影中国分层设色地形图，然

后询问学生“这是一幅什么图”，让学生能够对地形有初步的感

性认识。我还询问学生：“在中国地形图中深色集中在哪里，而

浅色又集中在哪里，而深色和浅色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学生就会对之后要学习的地形和地势

的相关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们就会带着问题参与学习，结

合教材、课件、经验探索问题的答案。

学生在阅读教材以及听教师讲课的过程中就会认识到，投影

的图是中国地形图，就会认识到地形和地势的含义，就能让学生

获取更多的新知识。

在地图中深色的部分就表示高山、高原，而浅色的地区则是

平原、丘陵为主。所以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就能对地形和地势

的概念和区别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学生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地

形图要如何观看和如何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就能逐渐提升

自己的地理知识储备水平，也能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二）通过小组合作深化学生思维能力，拓展地理视野

问题式教学的第二步是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探索，学生们要通

过分析问题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围绕关键点展开学习和分析。在

分析和探索的过程中，运用小组合作交流的教学方式，可以有效

构建头脑风暴模式，让学生各抒己见，交流理念，拓展自己的思维。

通过交流就能让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学生就能够在问题

式教学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自己能力的提升。

例如，笔者在带领学生们学习《气候》这一章节时，因为问

题比较复杂，所以我将学生们分成小组，让学生们在小组讨论中

交流自己的想法，通过交流合作找出问题的答案。

学生在小组交流合作中就会更乐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通过

与其他小组成员交换想法和拓展想法，学生们可以在辩论和分析

中，找出大家都认同的答案。

这个过程就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也能提升小组之间的合作精神。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学生们就

能得出自己的答案。

之后，我让各个小组派出代表，将小组总结的答案发表出来，

再结合所有组的答案，引导学生们得出正确的答案，也就是气温

递变的规律是由南向北递减，也就是越往北的方向，气温就越低。

学生在探索问题答案的过程中，会意识到需要先找0℃等温线。0℃

等温线是曲折的，但是结合地形图就能看出是地势和地形的影响。

通过小组交流沟通的方式，学生们就能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

中提升自己的辩证思维，让自己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客观地思

考，同时也增强了班级的团队凝聚力。

（三）提升教师个人专业素养，建立终身学习理念

教师在教学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师在带领学

生们进行学习的时候就必须注重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运用各种

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在问题式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提出问题，以问题为出发点

与落脚点，结合学生已有知识实现探索，提升学生地理素养。而

构建完善问题教学系统，需要教师发挥自身专业能力，抓住课堂

教学的重点，提出适当的问题。

需要教师有良好的组织能力，组织学生运用问题导入实现探

索与进步；需要教师有推理归纳能力，结合学生想法进行推理、

归纳，让学生能够对结论的认知有所提升。所以教师要重视个人

能力的提升。

例如，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就会非常重视个人能力的提升，我

会运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学习新的教学理念。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

的应用问题式教学模式，我在网络上寻找了相关的视频资料和文

献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我发现问题式教学模式的核心在于创设问

题情境，让学生能够针对问题情景提出自己的猜想，并在探索问

题答案的过程中验证。

在进行问题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解释

问题，进而实现学生能力的提升。所以在带领学生们学习《土地

资源》内容时，我结合文献中的问题情景创设形式构建了这样的

情景：我以土地相关概念为基础，引入一首诗“什么是土地”，

启发学生解释这首诗的含义，通过这样隐晦的导入增强问题的神

秘性，带动学生探索特请，让学生在探索中深化思维能力。

学生们结合自己日常生活的实践，就会说出自己对于土地的

理解，之后，我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联系已经学过的，中国地

形气候知识推测我国土地资源会有什么特点？”这样的问题不仅

仅需要学生能够具有推理分析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和以前学过的

知识联系在一起。

教师构建问题的能力会影响学生参与问题探索的主动性，在

之后也会更加乐意投入进学习中。所以教师要想更好的实现问题

式教学模式与教学课堂的融合就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问题式教学模式的使用使得学生能够以自觉学习

代替被动学习，学生会更加主动地探索地理世界，这对于学生个

人的成长来说是关键性的。教师在教学中要通过创设情境提高学

生自觉意识，通过小组合作交流深化学生思维，通过提升自身专

业素养实现学生地理能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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