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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罗如斌

栩栩如生教育中心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本文探讨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教师指导和学生

自主性的平衡。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发现法，并结合其他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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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对地理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提高他们的地理思维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发现法作为一

种主动学习的方法，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发现，其在初

中地理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发现法在初

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其优势和挑战，并提出相关建

议和措施。

一、发现法的概述

发现法是一种教学方法，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

堂当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初中地理教学中，发现法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首先，发

现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地理课堂上，

学生通过实验观察、实地考察等方式，亲身感受地理现象

和规律，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地理知识的兴趣。其次，发现

法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培养了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学习动

力。再次，发现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地理学科注重实践性，通过发现法可以使学生亲

身参与实践活动，加深对地理知识的理解。

二、发现法的特征

（一）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现法的特征之一是强调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传统

的教学模式下教师通常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

收者。而在发现法中，学生被视为课堂的主体，他们通过

自主探索和发现来建构知识。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和促进

者，设计合适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发

现法强调学生的实践操作和观察，通过实际参与和亲身体

验，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地理现象和规律。例如，地

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教学为学生展示不同的

地理现象，学生通过观察来发现地理现象和规律。上述实

践操作和观察的方式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提高他们

的学习效果。发现法鼓励学生进行思考和探索，培养他们

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发现过程中，学生需要思考

和探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通过观察和实践来解决

问题。

（二）强调激发学生内在动机

发现法强调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内在动机指的是学

生对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的驱动力。发现法通过提供自

主探索和发现的机会，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渴望，从

而增强他们的内在动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

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进行探索和发现，自主选择的过程能够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学习活动。同时，

发现法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进一步增强了

他们的内在动机。此外，发现法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亲身体验，

使学习更加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意义。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操

作和观察，亲自体验地理现象和规律，从而更加深入地理

解和感受学习内容。亲身体验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增强他们对学习的内在动机。发现法还注重学生的

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思考

的过程中，主动探索和发现知识，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内在

动机。

三、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教师在课堂上主要扮演知识的传授者和指导者的角色，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收和记忆知识。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知识

的传授和学生的记忆，往往忽略了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的培

养。学生只是被要求记住知识，而很少有机会运用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缺乏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传统教学模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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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趣味性和互动性。传统教学模式通常是教师在讲台上进

行讲解，学生在座位上听讲，学生很难保持集中注意力和

积极参与。传统教学模式的评价方式单一。传统教学模式

通常以考试为主要评价方式，只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评价。

四、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设计教学环节

《多变的天气》这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发现

法的策略来设计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课

堂导入环节，教师可以通过展示或描述一些有趣的天气现

象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彩虹、雷电、台风等。让学生对

天气产生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继而提出一些引导性的问

题，如“什么是天气？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进行天气预报？”

上述问题能够激发学生思考，并为后续的习做好铺垫。也

可以带着学生到室外实地感受当天的天气状况，让学生用

自己的感官感知天气变化，可以让学生谈谈早晚与中午的

气温是否有差异，一天中的天气状况是否稳定，也可以举

例夏季常见的打雷并伴有阵雨的天气现象，帮助学生理解

天气的多变性。同时教师再进一步展示春节前后中国南北

方不同的景观图片，指导学生对比分析，让学生发现天气

的周期性变化和季节性变化。将学生分成小组，通过小组

讨论分享彼此的观察结果和分析结论。鼓励学生相互交流

和合作，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在小组合作的

基础上，提出一些探究性的问题，如“冬天南方的气候比

北方更温暖？为什么夏季会有暴雨和台风？”让学生通过

自主思考和探究来寻找答案，引导他们深入理解天气和气

候的形成原因。学生进行探究后，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思考

和讨论进行总结和归纳，提供相关的地理知识，让学生对

天气和气候有一个系统的理解。为了加深学生对天气和气

候的理解，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拓展学习活动，如让学

生举例说明天气预报为我们生活提供了哪些便利。教师可

为学生播放天气预报视频，让学生通过观看天气预报了解

天气，并了解常见的天气符号，培养学生养成收听天气预

报的良好习惯，让学生更加适应环境发展，也能够让学生

将所学知识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提升他们的综合应用能

力。初中地理教学要保证问题难易程度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如果教师提出问题难度较大，会导致学生无法发现知识，

对于学生地理学习自信心打击较大，从而丧失学习地里的

兴趣。

（二）引导学生探究

《大洲和大洋》教学中，可以通过提出一些引导性的

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探究，调动学生思维，为后续学

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利用多媒体展示世界地图，让

他们观察、比较和分析各大洲和大洋的位置、形状和大小

等特点。通过观察地图，让学生对大洲和大洋有一个直观

的认识。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负责研究一个大洲或

一个大洋。让学生自主选择研究内容，并收集有关该大洲

或大洋的信息，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自然资源等信息。

鼓励学生相互交流和合作，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和交流能

力。引导学生根据自己收集的信息，对所研究的大洲或大

洋进行深入的探究。引导学生去图书馆或互联网查找更多

的资料，了解该大洲或大洋的特点和重要地理事实。鼓励

学生自主思考和发现，并记录下他们的发现和观点。每个

小组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全班，分享他们对大洲或大

洋的了解和发现。学生可以通过口头报告、制作图片展示

或其他形式来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分享的过程中，其

他学生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

交流。在小组分享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各个大洲和

大洋的特点进行整合归纳。让学生发现大洲和大洋之间的

共同点和差异，了解它们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和作用。为了

加深学生对大洲和大洋的理解，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拓

展学习活动，如绘制世界地图、制作探寻美食之旅的手抄

报等，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提升

他们的综合应用能力。发现教学法在地理教学中应用，需

要学生完全靠着自己发现学习知识，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

学生探究，结合地理教学内容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从而

激发学生探究欲望。例如：学生聊最喜欢的话题各洲、各

国美食时，老师就可以适时引导学生说出“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各地特色饮食文化口味的形成与气候条件密不可分，

我们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外来务工子女来自不同的省份，

问题一抛出整个课堂的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学生们畅所欲

言，为后续的天气与气候教学做了很好的铺垫。

五、结束语

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具有许多优势和潜力。

通过发现法的应用，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培养观察力、

思考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性活动和自主探究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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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机会，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然而，发现法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教师指导和学

生自主性的平衡问题。因此，教师需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发现法，并结合其他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发现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具

体应用策略和效果评价，以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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