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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探究式教学对初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研究
张　萌

（沈阳市尚品东嘉学校，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综合思维是构建初中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在地理课堂中落实对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本文尝试将主

题探究式教学引入地理课堂中，学生通过参与地理探究过程，多角度地分析地理问题，促进综合思维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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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题探究教学是针对地理教学而言的，是指以解决案

例问题为目标并探究的方式展开的学习。具体而言就是整个地理

课堂教学围绕预先设定的主题展开，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教师引

导学生利用多种方法展开地理探究活动，搜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

资料信息，学生通过解决地理问题，培养起综合思维能力，并促

进思维能力的迁移应用。

一、主题探究式教学培养初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优势

（一）构建了开放式的地理课堂，有利于提高思维的广阔性

主题探究式教学是一种开放的课堂形式，在教学内容的选择

上，只要所学内容按照正常的课程规划进行，就不必完全按照与

教材或参考书来选择教学内容。教师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中

遇到的地理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收集地理信息，多角度地综合分

析思考得出结论，学生在经历了探究地理现象和解决地理问题的

过程，将原有知识进行利用，巩固了知识，也强化了思维能力。

（二）打破了教材的束缚，有利于培养多角度思维能力

主题探究式教学将课标、教材和学生生活通过主题相互融为

一体，课堂中的学习内容远远超出地理教材的原有的范围，在遵

循课标的前提下，教师将学习资源进行整合，可将教材中原有的

章节进行适当调整，横向与纵向考虑教学主题在学生整个地理学

习阶段及学生发展阶段水平中所处的地位来选择教学主题，从学

生的生活背景出发，学习内容既源于课本，又不拘泥于课本，更

加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产生探究的兴趣。

（三）将地理原理与地方性案例相结合，有利于综合思维的

迁移应用

主题探究式教学相比传统的案例教学，更有利于选择身边的

学生熟悉的案例，如所在城市的变化，对家乡的某条河流、旅游

资源开发利用的探讨等，使课堂地理教学更加突出地方性，也更

便于获取第一手资料，通过提供具有思考意义的问题，学生去解

释地理现象、探究地理成因，多角度地分析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

并推测将来地理事物演变发展的趋势。

二、主题探究式教学培养初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策略

（一）合理选择主题，提升主题魅力

1. 主题要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

首先，所选主题要有一定的包容性，地理学科的综合性决定

了地理课堂中可选的主题是十分丰富的，如农业、工业、商业、旅游、

城市建设、国家关系等都可以作为主题。在大的主题框架下可涵

盖几个子问题，根据课时及探究难度安排任务，一个主题可以用

一个课时完成，也可以分多个课时探讨一个大的主题。主题内容

要涉及对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水文条件、生物等

自然要素的分析。所选主题还要体现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之间的

相互联系，并突出各要素对所探究地理现象形成过程及的共同作

用。

2. 所选主题要具有启发性和发散性

（1）主题内容的选择要具有可探究性

在开展主题探究式教学式，课堂上要留给学生独立思考的

机会，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过程。所选主题要能够承载一定的

教学内容，不能够跑题，同时主题的内容的选择不可过于宽泛，

也不能太窄，要保证在课时范围内完成探究过程，也要保证课

堂探究有一定的深度。主题的选择最好是学生身边的地理问题，

比如如今许多优质初中都搬到距离城市比较偏远的开发区或新

城区，以学生身边的环境取材，对城市环境和土地资源问题进

行探讨。

（2）选题时要根据学生的心理年龄合理把控探究难度

对于初中生而言，随着知识储备有一些提高，他们的分析、

综合与判断能力，以及空间想象能力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思维的

逻辑性、综合性还需要加强。因此主题的探究难度不能太难，要

在初中生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主题的选择可以是对当今社会

现实问题的探讨，也可以是重新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例如，在

七年级第一章《地球和地图》的学习时，虽然学生通过教材的学

习也能够对地球有一定的认识，但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还没

有建立起来，还没有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也不能多角

度去思考问题，因此要做好衔接。

例如以“太阳消失后，地球会怎样？”作为探讨的主题探究

式教学，教师以中国或希腊神话对比宇宙大爆炸学说探讨宇宙与

生命起源问题，该问题也是人类至今都未解决的难题，地球作为

太阳系一个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与其自身的宇宙环境和条件都是

不可分割的，是什么原因让地球有了生机与活力？太阳在地球演

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地球上的地质活动相比其

他星球更为激烈？通过对太阳与地球关系的探讨，学生既能够对

自然现象产生探究意识，也能够养成综合的考虑问题的品质。通

过查阅资料，课下对庞大的宇宙关系作进一步思考，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激发学生思考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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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要以综合思维过程为主线

1. 营造静思的课堂氛围

（1）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协调性

初中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需要在静静的思考中逐步建立起

来的，在进行主题探究式教学时，教师要在保证教学节奏紧凑的

前提下，还要保证课堂秩序的井然有序。既要让学生参与探究，

又不可以完全放任学生自己摸索，教师的作用首先要讲清分析问

题的一般思维方法，并引导学生不断练习，不断表达，使学生逐

渐形成自己头脑中的思维体系。

（2）加强对初中生表达能力的培养

开展主题探究式教学时，教师要对学生的发言和成果展示提

出更高的要求，关注初中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对于语言表达，

教师在课堂上要为学生提供说话的机会，如果课堂过于沉闷，教

师要多鼓励，缓解尴尬。同时要避免形式热闹，让学生在经历了

深入思考之后，将自己的见解、观点完整地表达，在此过程中教

师和同学要认真地倾听，再找其他同学补充、纠正，最终用思维

导图或知识结构简图等书面的形式再一次地总结归纳。

2. 保证学生思维的连续性

在探究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不能中断，否则会导致思路不清

晰，在进行课堂探究时每个探究活动环节之间思维要连贯，课堂

教学中探究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让学生水到渠成地

得出结论，在主题框架下设计的子问题要做好思维衔接，前一个

子问题是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这样才能使学生达到对

问题的整体性认识。同时，教学的每个环节都启发学生参与思考，

结合教师的引导高效率完成，使教学结构清晰不拖沓，教学活动

富有节奏感。

（三）促进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迁移应用

1. 结合典型案例，加强综合思维能力的训练

（1）领悟教材精髓，对主题进行深化

在分析地理教材时，教师要充分根据图文材料与课本知识，

结合现实案例挖掘共同要素，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锻炼综合思维，

为思维的迁移应用提供锻炼机会，通过重组的方法整合初中阶段

所有地理知识，先学习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再组合相关案例，

对学习内容做适当的补充。将地理原理与现实案例结合起来，既

能够促进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有利于形成系统的地理知

识体系。如将寒潮、台风、沙尘暴等灾害天气中整合到《天气与

气候》之中，设置专题对生活中的灾害天气进行讨论，探讨防治

灾害天气的办法。

（2）根据课时任务做适当的延伸，拓展迁移领域

要想把知识学透，做到融会贯通，仅仅靠教材知识和案例是

不能满足的，地理知识综合性极强，因此必须将课本知识与课外

内容相互融合，地理知识来源于生活，地理课程中的许多内容都

可以向课外延伸，如学习完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开发一课，对比学

生身边熟悉的家乡某条河流，长江、黄河的开发治理与该河流相比，

有哪些可以借鉴之处？学生可结合河流的自然、人文等条件分析，

展开讨论，并对河流治理与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

2. 注重对综合思维过程的归纳总结

（1）通过思维导图归纳综合思维过程

思维导图在许多欧美国家课堂教学中较为广泛地应用，它能

够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用图形的方式直观地表现出来，在学生思

维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具有独特作用，由于主题探究式教学是学生

的探究课堂，目标在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整节课侧重于思维

的构建，而思维导图就是整个探究思路的最终呈现，是一个探究

主题最终的“成品”，思维导图能够在课本知识与主题之间起到

链接作用，将主题之间的层级关键词用隶属关系表达出来，协助

学生进行逻辑推理，课后学生根据课堂探究过程的记忆，以及层

级关系和重点难点依次复习，促进思维在头脑中的再现，也有利

于知识的复习巩固。在对问题的探究过程中，教师可以用板书呈

现思路，将思维过程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2）通过知识结构图归纳知识体系

由于主题探究式教学重在过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比较

发散，学生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但是对于知识层级关系还比

较混乱，对一些重点、难点内容还需进一步巩固，为了避免整个

教学虎头蛇尾，突出教学重点与难点内容，教师最后的课堂总结

就十分必要，这时应用知识结构图就能够达到巩固教学的目的，

引导学生有意义的建构知识。

以初中阶段区域地理教学为例，在主题探究式教学的同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以“点”带“面”形成对区域地理环境的总体认识。

例如以“白山黑水——东北三省”作为主题，可以分别设置四个

二级主题认识东北三省的地形、气候、农业和工业，如以“山环

水绕，沃野千里”探究其地形；以“冻土与湿地”认识气候；以“黑

土地上的绿色米都”和“转型中的辽中南工业基地”来分别认识

其农业和工业。学生就会对东北三省的全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课堂的最后环节用知识结构图进行归纳和总结。

三、结语

由于初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的，需要教师进行长期的摸索，通过教学实践不断地检验自己

的教学，通过观察学生语言上的或书面上的表现来得知学生是否

能够用综合的、动态的视角看待地理事物，即地理综合思维能力

是否逐渐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老师在每一次开展主题探究式教

学后进行反思总结，对所选主题的创新点、需要改进的地方、课

堂实施过程中的收获与灵感进行反思，为今后教学的改进积累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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