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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问题式教学法的应用——以《日本工业》为例
刘佩云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中学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初中地理越来越注重学生深层思维的培养，问题式教学法在培养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等优势日益凸显。本文以湖南教育出版社七年级地理下册第八章第一节《日本》中的工业部分为案例，采用问题式教学法通过问题
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形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

关键词：初中地理；问题式教学法；日本工业

新课改背景下，对学生思维的培养不再停留于表层，而是往深
度上去挖掘学生的潜能。初中地理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而问题式教学法是以问题作为导向，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掌握知识和能力，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和激活学生的
思维。

1.设计思路
本节课采用问题式教学模式，针对日本工业的问题设计流程

为：“主要工业部门有哪些？”→“工业部门集中分布在哪里？”
→“为什么要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日本怎么样发展工
业？”即“What”、“Where”、“Why”、“How”。其中第四个问题，
主要结合思维流程图来解决，在解决第四个问题的同时第三个问题
也迎刃而解。

《日本工业》问题式教学法设计流程图
2. 教学目标
（1）通过“日本群岛工业分布图”说出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

及其分布特点。
（2）结合图文资料和流程图，联系日本自然条件特点，简要

分析日本发展工业的优势和劣势条件、主要措施及工业特点。
（3）初步树立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

观念。
3.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日本工业部门的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2）教学难点：日本发展工业的限制性因素和主要措施。
4. 教学过程
4.1 情境导入
展示学生熟知的日本产品图片，揭示这些产品都是日本的工业

产品。导出日本是一个工业大国，工业高度发达，工业结构向技术
密集型和节能节材型方向发展。

4.2 新课讲授
（1）问题一：观察日本群岛工业分布图，找一找日本的工业

部门有哪些？（引导：观察地图时，同学们要注意看图例，再去观
察地图，才能明白地图里的符号所代表的地理事物。）

由图例可知，日本的工业部门有汽车工业、钢铁工业、造船工
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电器工业、石油加工工业。

（2）问题二：日本的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分布在哪里？
通过观察“日本群岛工业分布图”，我们可以得知日本的工业

部门主要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
（3）问题三：为什么日本的工业部门要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

岸呢？（提出疑问，学生可以在心里有各种猜测，但不急于回答）
（4）问题四：日本怎样发展工业？
日本工业虽高度发达，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不可少地要去

克服一些限制该国发展的不利因素。
引导流程1：
第一个限制日本发展工业的因素“矿产资源贫乏”，面对这一

不利因素，日本会怎么去克服？（日本可以通过从国外进口工业原
料来弥补自身矿产资源不足的情况。）

日本主要从国外进口了哪些工业原料？（由表中信息和数据可
知，日本主要从国外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且其进

口比例都高达90%以上。）
日本进口的铁矿石、石油、煤炭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和地区？（铁

矿石：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石油：西亚、东南亚；煤：
中国、澳大利亚）

由此，可以得知，日本的矿产资源贫乏，多依赖进口。但需要
注意的是这不代表日本所有资源都匮乏，日本地热、水能、森林、
鱼类资源非常丰富。

引导流程2：
日本充分发挥其本国的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将进口的工业原

料进行加工形成工业制成品。这些工业产品需要销售出去才能获取
经济利益，但在销售过程中，日本面临另一限制性因素“国内市场
狭小”，它又会怎样来克服？（日本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将工业产
品出口到国外。从“日本商品输出图”中，我们可以得知，日本的
海外市场广阔，销售的产品主要有船舶、汽车、电子电器等。由“2018
年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的表中，可以得知，中国、美国、
韩国是日本的三大贸易出口伙伴。）

引导流程3：
日本发展工业的模式为加工贸易型经济，它具有一个显著的特

点就是对外依赖性强，主要体现在它的进出口方面。那么在工业原
料的进口和工业产品的出口过程中，日本主要采用哪种交通方式？
（日本由于贸易的进出口量大，所以形成了以海洋运输为主的现代
交通运输体系。）

由此，日本的工业集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因在于充分发挥其海
上运输的优势，方便进出口。（问题三解决）

问题4流程图
4.3 课堂总结
通过对日本工业的学习，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日本发展工业的过

程中，努力去克服本国矿产资源贫乏和国内市场狭小的不利因素，
充分发挥其本国科技、人力、海洋运输的优势。由此，体现了日本
因地制宜发展工业。

5.结语
在采用问题式教学法的授课前，教师一定要对问题进行精心地

设计。要弄清楚问题回答的主体是学生，所以提出的问题要具体、
切合学生的实际能力，并且回答可允许多样性，最终达到共性。若
能自然而然地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就更好了，但普遍
的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欠缺，需要逐渐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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