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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初中地理情境教学方法研究
侯　伟

（山东省莱州市实验中学，山东 烟台 261400）

摘要：基于素质教育背景下，初中地理教师需充分意识到开展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尝试探寻新颖且有效的教学方式

来切实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其中“情境教学法”这一教学方法深受广大教师的认可与青睐，初中地理教师需积极探寻在地理教学中创

设教学情境的合适契机与途径，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从而能够帮助他们掌握基础知识、锻炼实践技能，切实提升他们的学科素养。

如何基于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开展地理情境教学是当前初中地理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究，旨在提

出切实可行的创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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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课程在初中阶段教育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学生

接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途径，因此，初中需提高对地理

课程教学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其中可以通过创设地理情境来创新

教学模式，以此来增强地理课堂的趣味性和新颖度，从而激发学

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内需与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地理课程学习中，

最终顺利完成提升他们核心素养的教学任务。由于内外因素的限

制与影响，初中地理教师在实践教学中仍面临诸多困境，无形中

限制了初中地理课程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鉴于此，本文以笔者

教学经历为切入点，分析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成

效和应用现状，并提出具体的应用路径，以期对初中地理教学者

有所裨益。

一、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成效

一则，辅助教师打破传统教学壁垒，打破课堂本身限制。基

于传统教学模式下，一些教师习惯于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容

易使得教学课堂变得沉闷和乏味，不仅会降低学生参与课堂学习

的自主性，甚至还会引起他们的抵触和反感。若教师积极创设地

理教学情境，则能够使得地理课堂变得丰富多彩，启发学生潜能、

发散他们思维，最终能够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认知和理解。二则，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提升他们地理学习效率。教师可以通过

创设适宜情境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探索地理问题，能够一步步引导

他们展开独立探索和自主思考，最终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地理学

习兴致。三则，深化基础知识、熟练应用技能。结合初中地理课

程的教学特点可知，该课程涉及繁杂且抽象的理论知识，无形中

增加了学生的地理学习难度，若教师采用情境教学法，则能够引

导学生沉浸到适宜的场景中，具体了解和全面把握教学内容，最

终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地理素养和人文素养。四则，丰富学生地

理课堂体验与感知。教师结合课程大纲、教学内容以及学生需求

创设的地理教学情境，能够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地理现象和因果关

系，从而能够有效丰富他们的生活体验，提升他们的环境分析能力，

最终使得他们的综合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二、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所创情境形式单一

多数初中地理教师已经充分意识到情境教学法在实践教学中

有着显著的教学作用，但是一些教师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深陷

固式思维中，仅仅将情境教学法应用在了课前导入环节，通过讲

述故事和设置问题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并未将这一教

学方法引进到整节课教学中，最终使得地理课堂变得乏善可陈。

此外，教师习惯于通过播放 ppt 课件来创设教学情境，久而久之，

这种单一的情境形式便很难激发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致，最终无法

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

（二）所选情境素材陈旧

现阶段，教师在创设地理教学情境时所引用的情境素材多是

来自教材，教师往往会直接引用，并未进行拓展和延伸，使得所

选素材缺乏一定的生活化和时代感。比如，教师选择的图片表格

和视频动画存在内容陈旧、画质不清的问题，很难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致，从而也无法充分彰显情景教学法的应用作用。或者，有

的教师会直接沿用之前的情境素材，并未与时俱进地更新素材内

容，最终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整体教学质量较低。

（三）所创情境不合时宜

一些教师在创设地理情境时，并未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认

知层次以及切实需求，仅仅是依据教学经验来自主完成情境创设，

容易使得情境不合时宜，存在不符合学生认知、不满足学生需求

的问题，从而很难引导学生沉浸到地理情境中。除此之外，教师

在开展情境教学时容易受到预设目标和预设情境的限制，最终无

法达到预期的应用成效。

三、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初中地理情境教学方法的应用路径

（一）创设问题情境，培育学生学习习惯

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存在活泼好动、个性突出以及心理敏感

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在学习初始时容易感到乏味和枯燥，无法

全身心地投入到地理课程学习中。鉴于此，教师需尝试通过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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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境来改善这一教学形势，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教师需依据

课程大纲、教学内容以及学生需求来设置问题情境，旨在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剖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在学习教材知识

的基础上完成深度思考和思维拓展，最终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理

解能力、探究能力，与此同时，他们的学习效率也会得到显著提

升。为此，教师需在深入研究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设置适宜的问题

情境，旨在激发学生探知欲，投入到课程学习中。以教师讲解“发

展与合作”相关课时为例，教师在讲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相关内容时，可以先为学生展示世界地图，并鼓励学生依据自己

所学内容在世界地图上标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基础

上，抛出以下问题：“请同学们认真思考，尝试总结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在地域空间的分布特征有哪些？”很多学生在仔细观

察和深入研究之后了解到，发达国家比较少，且集中于欧洲西部，

处于非洲区域的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之后，教师需针对学生

的回答情况进行纠错和补充，最终能够深化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

认知和理解。

（二）创设生活情境，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初中地理课程是学生接受系统化地理教育的开始，其中地理

教材中一些知识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引起学

生共鸣，调动他们热情，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因此，

教师可以结合这一课程特征来创设极具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提高

地理教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学生熟知的情境下开

展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地理规律和人文知识，引导他们借助

所学知识来解释生活中地理现象，解决生活中地理问题，最终能

够有效提升他们的迁移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他们的地理核心素

养。以教师讲解“多变的天气”相关课时为例，教师可以先鼓励

学生讲述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地理现象，之后，寻找契机引入本

节课主题，并尝试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来创设以下生活情境：

“昨天还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于出门工作的行人来讲无疑

是糟糕的；而今天却变得风和日丽、万里晴空，正是出去游玩儿

的好日子。”通过以上情境来帮助学生回忆昨天和畅享今天。之

后，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向学生播放最近一周内的天气预报，

并使得学生认识“晴、多云、小雨、雨夹雪”让学生结合自己的

生活实践经验，总结和认识不同的天气情况，如“晴”“多云”“大

雨”等天气情况，为后续学生区分天气与气候奠定基础。

（三）创设媒体情境，激发学生自主意识

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创新，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

初中地理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教学设备来丰富教学资源，

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因此，教师除去教授教材中知识点、

技能点之余，还应尝试剪辑经典影视剧片段，制作 ppt 课件，借

此来拓展学生认知视野、充实他们的知识体系以及发散他们的地

理思维。这样，学生可以在视听双重享受中获取丰富的体验与感

知，激发自身的学习兴致，了解到自然的风光与魅力，最终能够

转化为地理学习动力。鉴于此，教师需大胆引进信息技术来创设

媒体教学情境，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优质且丰富的教学资源，

同时，还应符合学生的切实需求。以教师讲解“中国的自然环境”

这节课时为例，教师可以向学生播放《航拍中国》《自然的力量》

等优秀纪录片片段，使得学生能够在解说员的引导下领略自然风

光、感受江河美景。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河山的归属

感和自豪感，还能够帮助他们将“植被特点”和“地理特征”等

知识点结合起来，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最终能够

提升他们的地理核心素养。

（四）创设活动情境，彰显学生主体地位

为充分彰显地理情境在实践教学中的辅助作用，提升学生的

地理核心素养，教师可以尝试创设活动情境，而活动情境是多元

化的，可以是表演活动、游戏活动以及竞赛活动等。这样，教师

可以为学生创设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

活跃度，最终在领悟知识、学习技能的同时，能够获得良好体验。

以教师讲解“民族”方面的知识为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条件、

购买道具来创设丰富多彩的活动情境，比如可以购买不同民族的

服装来展示不同民族的特点，这样极具民族风格的活动情境，能

够深化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认知和理解。之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

一步步探索朝鲜族、傣族、黎族等少数民族有哪些民族特征，并

将其整理成表格形式，为后续总结和回顾奠定基础。这样，教师

通过创设游戏情境，不仅能够打破传统教学壁垒，还能够活跃课

堂氛围，增强师生间关系，最终大幅提升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效率。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发展趋势，初中地理教师

需转变教学思维、打破教学壁垒，立足于核心素养视域下探寻优

化教学成效、构建高效课堂的有效措施，比如可以通过创设问题

情境，培育学生学习习惯；创设生活情境，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创设媒体情境，激发学生自主意识；创设活动情境，彰显学生主

体地位来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锻炼实践技能、形成学科素养，

最终完成培育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进一步推进初中地

理课程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1] 邓楚雄，邓雅轩，肖谦益 .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初中地理

课堂情境教学设计——以湘教版七下《埃及》一节为例 [J]. 中学教

学参考，2020（13）：3.

[2] 张建元 . 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地理情景教学探索

与研究 [J]. 文理导航，2021（22）：2.

[3] 刘单 . 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提问方

法研究 [J]. 求知导刊，202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