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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式教学下的高中地理逆向思维研究 
刘晖 

（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  519110） 

摘要：本文主要以问题式教学下的高中地理逆向思维研究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分析问题式教学理念下高中时期地理教学基本

概述与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意义，其次从课前准备中对学生培养逆向思维、课上教学中对学生培养逆向思维、课堂训练中对学生培

养逆向思维几个方面说明并探讨问题式教学下的高中地理逆向思维培养相关措施，以此促进地理教学活动的开展，凸显问题式教学

理念下学生逆向思维培养的作用和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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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新课改教学标准和素质教育原则，高中阶段的课程教学不

只是要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培养，还应强调学生学习压力

的缓解，尤其是新课改背景下，地理学科的课时有所减少，引进以

往的教学手段不能满足地理教学的全面发展需求。若能够增强教学

质量，同时贯彻教学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促进课程创新。教师应

重视逆向思维的引导，也就是求异思维，对生活中存在的事物以及

观点加以反方向分析，教师要通过逆向思维的培养，帮助学生突破

思维局限，真正的处理问题，寻求问题答案，凸显课程教学质量。

基于此，问题式教学理念下如何培养学生逆向思维，需要地理教师

以全新的思维全方位重视，具体如下： 

一、问题式教学理念下高中时期地理教学基本概述 

立足于地理教学标准，问题式教学理念，即通过问题优化所学

的内容。问题式教学主要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以及处理问题，教

师组织学生形成地理思维，创设和问题存在关联的知识结构，同时

可以层次化研究问题，科学表达自己建议【1】。主张教师给学生渗透

开放性答案的地理问题，重点增强学生的核心素养，适当借助生活

化材料，创设层次化的问题链，带领学生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和探索，

继而把地理课程教学活动落到实处。所以，问题式教学理念下进行

地理教学实践，是存在较强现实意义的。 

二、问题式教学理念下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意

义 

（一）便于帮助学生解决疑惑。高中时期的地理教学中，大多

数的重点知识以及难点知识均以正面介绍为主，学生学习难度较

大，若转变一定角度研究可能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比如学习“地

球的运动”知识点，要想高中学生分析地球运动的本质意义，可给

学生进行反向提问，也就是若地球是一个透明的物体，那么昼夜的

情况是怎样的？若不存在地球自转运动的情况，是否会呈现昼夜更

替的现象？若黄赤交角是直角，又会出现怎样的四季以及五带呢？

逆向思维的运用可树立学生创新意识，促进学生对重点知识以及难

点知识进行突破【2】，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便于强化学生思维能力。 

（二）便于激活地理教材。高中地理教材有大量的内容，且较

多内容的叙述是相对平淡的，教师在实际教学期间不能充分的投入

到角色中，学生听课取得成效不佳，引进基础的教学模式，不能烘

托愉快教学气氛，无法达到有效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目的。那么教

师应巧妙的培养学生逆向思维，可激活地理教材，让学生学习的活

动更为生动与趣味。对于“城市化及城市化问题”的教学过程，教

师给学生介绍城市化的变化过程，提出一定问题：逆城市化是怎样

的一番景象？我国沿海区域较多的卫星城建设是否和逆城市化现

象存在关系？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如何？师生一同分析可以明确：

如今应控制老龄化趋势，由此，学生运用逆向思维，掌握教材的内

容本质，在平常的课堂上，教师让平淡的内容更加凸显出趣味性【3】。 

（三）便于实现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以及合作分析应凸显

综合化思维培育，本质上是对相同问题加以多个层面的思维考虑过

程，高中学生阅历相对浅薄，给予教材问题的认知总会体现出局限

性。教师应启迪学生形成逆向思维，致力于学生创新技能的增强。

如进行“青藏高原地形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教学活动时，给学生

提出问题：对于青藏高原地区，地势高、空气少和辐射强，这几种

情况之间有哪些关联？若不涉及东非高原，那么非洲热带雨林的气

候又会是怎样的呢？若不存在安第斯山脉，热带沙漠气候会出现怎

样的情况？之后细致研究“新疆地区景观图”，组织学生形成内陆

和海洋距离远、水汽不能到达、植被稀少与多内流河一体化的整体

结构认知框架，按照逆向思维的模式，明确新疆地区河流众多的结

论，后续带领学生参照材料进行反向推理，得到的结果是比较理想

化的【4】，由此教师要了解到对学生进行逆向思维培养，学生可以深

度学习，领悟教材知识的奥秘。 

三、问题式教学下的高中地理逆向思维培养相关措施 

（一）课前准备中对学生培养逆向思维。高中地理课程教学中，

教师开展的工作涉及备课环节、上课环节与测评环节，高水平的课

前准备便是打好地理课程教学活动的基础任务，教师应注意收集能

够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学习素材【5】。在课程标准的设置上，其作为

教学风向标，教材便是课程教学的重点媒介，学生充当学习活动主

体力量，深层次的掌握高中学生具备认知能力比较关键，对应教法

是朝向理想化教学目标发展的一种手段。多个组成要素互相作用与

互相影响，钻研教材和设计教法占据比例较大，教师应系统化研究

教科书以及参考资料，围绕实际的内容营造问题情境，引进促使学

生形成逆向思维的问题，让学生解决疑惑。比如“以色列的节水农

业”内容教学，教师设计逆向思维的引导方案，备课过程以情境结

合、提出问题、主体交互以及及时评价的模块为主，教师要革新教

学思想，用心获取和地理特征相关的材料，展现在高中学生面前，

强调位置特征、水文特征、气候特征与农业特征。接下来形成问题：

我国西北地区存在显著的荒漠化现象，农牧业持续化建设的困境是

什么？以色列节水有哪些影响？热带沙漠气候的产生因素是什

么？由此精心备课预设教学活动，师生共同努力和实践，动态形成

课程评价资料，做好学生逆向思维的培养准备。 

（二）课上教学中对学生培养逆向思维。1.探索成因。对地理

教学概念和原理进行分析，可以通过正向思维的模式培养学生，还

可以通过逆向思维的模式培养学生，学生细致了解内在含义，启迪

学生思维，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感知以及印象。针对“地转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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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教学活动，教师给学生呈现“三角洲地形分布图”，最后通

过读图的形式引进问题式教学理念：同学们，你们知道长江三角洲

和北岸距离近的原因是什么吗？船舶航行长江应该靠在哪一个岸

边是相对安全的？对于长江沿岸，港口可怎样选址？吸引学生注意

力，端正学生学习态度。随后再次追问：若长江存在于我国的南半

球或者赤道位置，以上问题又应该怎样处理呢？细致的研究地转偏

向力示意图，学生分析内在规律【6】。师生一同分析与研究结论，学

生和学生形成学习小组，逐步处理学习问题。由此师生可以明白：

地转偏向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惯性离心力的影响，可把规律

记作：北右、南左与赤道不偏。 

2.尝试逆推。对学生进行逆向思维的培养，教师可引进逆推的

方式，促进学生学习。逆推是反证法的一种表现，还是学生正向思

维的逆向处理流程，假设和现有的地理事实相反结果，之后推出与

地理客观事实相冲突的内容，对之前假设进行否定，可得到对应答

案。教师组织学生尝试逆推，学生可充分感知逆命题属于真假的特

点，继而增强学生判断水平【7】。针对“热力环流”的教学过程，学

生可初步明确气压以及气温两者关联，以此为前提带领学生进行逆

推，即采取问题式教学理念：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高压和低温

两者是一定对立的吗？地表之处是否存有热高压的特点？热高压

是如何产生的？学生在一系列思考之下，能够深入体会到热力环流

的核心点，进一步深化所学知识。或者学习“背斜和向斜的地貌规

律”时，提出下列问题：背斜的形式一定会成山吗？尝试说明原因？

和海洋离得近一定会出现多降雨现象吗？回归线周围是否会呈现

多沙漠化现象？可能当即学生不能给出答案，可教师适当点拨和引

导，学生可深入研究获取答案，帮助学生整合地理知识体系。 

3.辩证思维。任一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若站在矛盾的多个视

角进行研究，可全面凸显事物内涵。高中地理教师要鼓励学生从不

相同维度上探索问题，反向研究地理问题，改掉以往思维定势的局

限性，由此学生可灵活掌握地理知识，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比如“沙尘暴”的现象学习，教师应给学生接受沙尘暴对人们生活

造成的危害，还应让学生了解到沙尘飞扬的情况造成尘埃增加，降

低气温，形成阳伞效应。对于防治酸雨起到一定作用，让某个区域

的土壤费力指数增加，增加海洋生物的营养物质量。教师给学生提

出问题：沙尘暴是一种不良的天气现象，那么沙尘暴给人们带来的

就一定是不好的影响吗？沙尘暴会不会对人类的某些活动带来积

极影响？高中学生尝试辩证统一，逐步吸取逆向思维的内涵，巧妙

通过问题式教学理念落实学生逆向思维培养，让学生得到良好的学

习感受。 

（三）课堂训练中对学生培养逆向思维。 

1.通过例题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地理课程教学，教师应强调

课堂训练环节的创设，给学生引进例题，尽可能的帮助高中学生转

变学习思路，积极处理问题。比如青藏高原的“喀斯特地貌”，若

单一化要求学生分析此种地貌的特征，学生可能不能完整的得到答

案，那么教师要引进逆向思维，通过问题式教学理念组织学生回忆

青藏高原的发展历史，提出问题：我们已经学习青藏高原的天气和

地貌基本情况，那么你们知道青藏高原地区内喀斯特地貌的特点

吗？这个地区的地貌是什么样子的？在问题驱使下学生主动参与

课堂训练环节，形成逆向思维的意识，更为深入的掌握地理知识技

能。 

2.通过一题多变激活学生思维。地理课堂训练中，较多题目均

存在相通的特征，一些题目是对某种类型练习题进行条件的改造，

组织学生研究内在规律。那么地理教师要尝试引进一题多变的思

路，巧妙发挥问题式教学理念的优势，激活高中学生思维，学生感

知相同类型的多种题目呈现方式，迎刃而解地理训练题。诚然若题

目的难度比较大，教师要适当指点，鼓励学生从正方向出发和从反

方向出发，扩展学生思维深度和广度，全面提高解决问题效率。 

比如学习“印尼国家”相关知识，针对课堂训练，教师提出问

题：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们都选择在爪哇岛上居住

吗？这一个问题的出现，部分学生可能一开始会一头雾水，这样教

师要带领学生灵活思考问题，分析居住的原因可从爪哇岛的地形与

天气特点出发，也就是转变为这个地区的板块交界位置结构特点，

若学生可以了解多火山的情况和土壤积累的情况，能够合理得到问

题答案。这样借助问题式教学理念让学生形成逆向思维，增强课程

教学有效性。 

3.通过正逆互用增强学生学习能力。地理课程的部分题目，站

在教师的视角下，教师要鼓励学生通过正逆互用的思路处理问题，

延伸学生处理问题的空间，加深学生对概念挖掘力度，灵活得到地

理问题答案。比如教师带领学生分析题目的发展历史，推测题目的

主旨，由背景出发推到演绎阶段，改善高中学生地理学习困境【8】，

增强学生学习能力。训练题目：如何评价台风现象？在处理问题上，

教师便要求学生进行正逆互用的思路，首先描述台风的不良影响，

之后描述台风对地区温度的调整作用，学生一方面掌握台风给人们

带来生命财产的威胁，另一方面掌握台风能够降温和舒缓旱情，加

强学生逆向思维的运用水平，推动地理课程教学创新。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高中学生进行逆向思维培养，不只是带领学生深

层次挖掘教材内涵，加可带领学生领悟自然地理的奥秘，提高学生

对课堂学习的参与程度和体验感。教师在教学设计上，应巧妙的激

活学生思维，通过高效率的措施激活教材，不断强化地理课程教学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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