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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地理“目标差异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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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高考的时代下，高中阶段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对于一线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教

师在教学期间，应当以高考大纲为主要的指导方向，结合高考的改革走势，对教学方式以及内容进行优化以及更新。因此，高中教

师在教育期间，应当将高考科目进行完善，通过多样化的考试模式，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特长等一系列的因素，为其设计有效

的教学目标。同时，应用目标差异化教学，符合高考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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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at the same time，for the front-line educator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requiring teach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eriod，should tak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llabus as the main guidance direction，combined 

with the reform trend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to optimize and updat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Therefore，during the period of education，high school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 subject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design effective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students by combining a variety of examination modes and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specialties. At the same time，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 

differentiation teaching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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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高中地理教师应当突破传统教学的

局限性，结合高中阶段学生感兴趣的点入手，在课堂中注重学生学

习兴趣的激发，为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能够在轻松且欢

快的环境下展开学习。对此，高中地理老师应当的与时俱进，顺应

时代的发展，走在时代的前瞻，不断的创新以及完善教学方式，采

用目标差异化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基于此，本文针对新高

考背景下高中地理“目标差异化教学”进行简要分析并阐述，以下

仅供参考。 

一、明确教学目标 

在高中地理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学生初次步入

高中阶段，这一时期，教师对于学生地理课程的安排应当是非常明

确的，不同于初中学生的学习目标。在这一时期，学生需要学习的

知识更加的全面，涉及的领域更加的广，同时，在知识的难度上也

增加了许多[1]。该学段的知识内容，学生掌握的好坏，对学生日后的

学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教师可以将这一段视为学生在

地理学习当中的黄金时期，在课堂中应当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首先，教师应当注重激发学生对地理学习的积极性，爱因斯坦曾经

说过，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教师，因此，教师应当以学生的感兴趣

内容为切入点，为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使学生能够在轻松、

愉快的环境下展开知识的学习；其次，教师应当教授学生如何学习

地理，在学习地理期间所需要的一些辅助工具，例如，地理材料、

地图册等一些学习辅助工具，这些对学生日后的地理学习都带来了

诸多便利。因此，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使用辅助工具，从而使学

生能够将教材当中比较抽象、复杂的知识变得更加的具体、形象，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在湘教版教材当中，学生所要学习的知识内

容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这本书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对生活的

自然界有着更加全面的认知[2]。 

例如，在学习《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这一单元时，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思想意识，大自然千变万化。所

以说，本章内容的蝴蝶效应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在研究本

章课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思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是有

哪些重要因素组成？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一步一步

引导学生能够结合日常的实际生活。想一想“如果某一个地区出现

干旱灾害，对该地区会产生哪些比较恶劣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提

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学生又无法将其中的科学道理，清

晰明了的讲述出来，而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借助教材，查阅

资料，且在查阅的同时，让学生与同学之间进行的交流。在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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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问的方式，能够将学生的眼球吸引到课堂上，从而让学生能

够跟随者教师的节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的学习能够达

到半功倍的效率[3]。 

二、丰富课堂内容 

当学生确定了教学目标，教师就应当将地理学习的内容从自然

地理转变到人文地理，让学生能够意识到地理学科知识的人文性，

将所学习的知识与新知识进行融合。将教材当中的理论知识与实际

生活进行结合，并将其应用在实际生活中，服务于生活，从而使学

生的地理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例如，在学习《交通运输》这一章

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回忆，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运输工具都有哪

些，同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这些工具进行优缺点的

评价。之后，再进行思考每一种运输工具在建设时，需要考虑的条

件，在这期间给出学生实践案例，让学生能够将所学习的知识应用

到地理当中，实现知识的整合以及贯通，从而促进学生地理思维的

稳定发展[4]。 

三、完善教学体系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所以思想比较成

熟，在这一期间，很多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会将自己的时间进行

合理的分配，将大部分的时间以及精力放到其他弱项的学科中，希

望自己能够在已有的成绩有一个新的突破。如，高三的学生已经开

始进入了地理巩固环节，在这个时间段，学生主要以复习为主。例

如，在学习《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章时，教师在复习时可以将教材

当中的内容，通过图片以及视频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结合图

表发生的变化，对其进行观察并总结知识点。这一项内容主要是对

学生看图理解能力锻炼的一个过程，其能够有效的巩固学生处理图

表的技巧；其次，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结合整体性的原理，对全球气

候变化进行有效的分析，对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进行整合，将有用的

知识从教材当中提取出来，并分类整合加工应用于实际的题目当中。

经过这两个环节的训练，能够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地理知识，结合答

题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复习以及巩固，让学生都能够在

已有的基础上获得进步以及发展新[5]。 

四、通过案例教学法、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案例教学法能够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而展开，因此，所发挥的作

用也有所差异，对于，教材知识点当中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内容，

地理教师可以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展开，让学生能够更加全面的

掌握地理知识，加强学生学习地理的效率，不仅如此，高中地理教

师应当突破传统的教学观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走在时代的前沿，

尝试更多新兴的教学方式，从而提升地理课堂效率。此外，高中地

理教师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为其融入新的教学元素，让学生能够

掌握更多的知识，落实核心素养下的教育目标，将地理知识形成相

关的教学案例。对此，高中地理教师可以在案例教学期间，应用多

个知识点以及内容，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让学生能够对所学习的

内容有一个更加生动、形象且直观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地理

知识点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学习地理的效率。不同于单

一的知识分析，通过案例教学法会让学生的学习效率更佳，案例教

学法的合理应用能够让高中地理知识，变得更加的生动、形象，从

而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加强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因此，

高中地理教师应当围绕教材内容，通过案例教学法为其构建高效的

教学方式将教材中的内容与教学实例相结合，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

的价值，为学生后续的地理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5]。此外，随着区域

认知的高要求，对于区域认知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由此

可以引入相关的案例，并作为提升区域认知的主要能力手段。举例

来说，在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时，可以运用《兰圩田居民点设置规

划图》，并要求学生复习西欧的地形以及气候的相关知识；在传统的

工业教学当中，可以复习有关欧洲地形、气候、水文特征进行加深

学生对工业学的了解，从而达到区域认知的本身目的。现阶段，大

部分的高考综合题都以区域为主要的衬托，进而围绕主题进行相关

问题的设计，形成问题的食物链。举例来说，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的

地势相对较高，空气比较稀薄，太阳辐射相对较高；海拔高，大气

稀薄热量不足，气温低，冰川和冻土广布；气候高寒，动、植物稀

少耐寒，以高山草甸为主。诸多自然环境因素导致工农以及人口的

聚散分布稀疏，人口和聚落及农业区集中于温暖的河谷地带。学生

只有明白这些主要的因素才可以提升更广的知识面，进而提升区域

认知能力。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新高考制度已经得到了普及，这不仅对学校带来了

挑战，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挑战。教师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以及

学生的发展指导者，应当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走在时代的

前沿，一步一步的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地理知识，并探求更加科学

有效的教学方法，有效落实新课改的要求，全面促进学生的综合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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