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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形象情境能让地理教学高效

孙丽丽

松原市第一高级中学

教学情境是指具有一定情感氛围的教学活动。孔子说：“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的这段话，在

肯定启发作用的情况下，尤其强调了启发前学生进入学习情境的重

要性，所以良好的教学情境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启发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力，是提高中学学科教学实效的重要途

径。在今天，我们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

兴趣不浓，甚至是厌学，纠结其原因，有很多时候源自我们的教学，

远离了生活实际，学习的知识很多是纯理论的知识，从而导致了理

论与实际不能紧密地联系起来。教学中，我们要设法营造一种情境，

让学生走进直观，或者用形象直观与学生生活密切联系的事物作比

较，既能方便学生认知，又有利于发展学生思维，增长知识，提高

兴趣。这些知识的教学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手段，采取不同的方法，

为学生创设形象的教学，在高效中完成地理教学。

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带领学生实地观察

一些概念照本宣科很抽象，教师难讲学生难懂，最终师生都是

雾蒙蒙雨蒙蒙。这样的知识可带领学生到室外实地观察，先观察地

理事物的外部特征，再综合、分析，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形成概

念的内涵。如学习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一概念时，带学生观察校园

里的樟树、山茶树、广玉兰树等，并与梧桐树、柳树、水杉树比较，

了解到前面这三种树木的叶子革质、有光泽、呈椭圆形，并且终年

常绿。“常绿阔叶”为它们共同特有属性。它们都是典型的亚热带常

绿阔叶树，由这些树木构成的森林即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再让学

生自己分析梧桐树、枫树、马尾松是不是常绿阔叶树，学生马上会

回答：梧桐树、枫树是落叶阔叶树；马尾松常绿而不是阔叶。这样，

学生对常绿阔叶林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学生在现实形象中扎实地掌握了地理知识。

二、表达本质特征的概述要抓住关键

很多地理知识的描述属概述形式，表达概念内涵即地理事物本

质特征的往往只有几个词语。教学中我们要帮助学生抓住关键词，

分析疑难点。让学生掌握孰轻孰重，记忆时有所侧重。如天体“宇

宙间物质的存在形式”这一概念，学生对“物质”并不难理解，“宇

宙间”却难以确定。地球也存在于宇宙空间，是天体。但是，在地

球大气圈以内的物质只能说是地球上的物质，不能说是天体。地球

大气顶部是宇宙空间与地球的界限。教师只要讲清这一界限，学生

就容易明白恒星、星云、行星、卫星、彗星、星际物质、运行中的

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等都是天体。而停在发射架上的人造卫星，或

是降落到地面的流星体残骸即陨星就不是天体。学生明确了相互间

区别的关键，就会把地理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

三、归纳类比是地理教学的好方法

地理知识纷繁复杂，并不是所有的地理知识都能言简意赅。对

内容较多、表述较长的地理概念，教学中要进行归纳、提炼，分层

次、多角度去理解。如自然资源的概念，完整的表达是“人类直接

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与能量”。如果对这一句话进

行归纳、转换，就是下列的两个属性：1. 自然属性，客观性，天然

存在，没有经过人类加工。2. 经济属性，有用性，在当今技术条件

下能用于生产和生活。两个属性缺一不可。这样一转换，自然资源

的内涵就一目了然。明确了单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后，为了能达到

准确运用的目的，还必须搞清概念间的几种关系。首先是近似概念，

如天气和气候，国土和国土资源，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水资

源、水力资源和水利资源等都属近似概念，很易混淆。只有从本质

特征即内涵上区分，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才能确定适用范围。例

如降水和降雨，都表示大气中水汽凝结降落到地面这一现象。不同

点是降水指从云雾中降落到地面的液态和固态水，而降雨即从云中

降落到地面的滴状液态水。可见，降雨只是降水的一部分，仅指液

态水即雨水。所以，在描述气候特征时，如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

量 1000mm 左右，用的是“降水量”；河流的五种补给形式之一是“雨

水”，即降雨，两者不可调换。其次是矛盾概念，外延相反的概念叫

矛盾概念。如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寒流与暖流，重工业与轻工业

等。这类概念也必须从内涵入手，找出差异再分析外延上的相反性，

确定“矛盾”所在，才能正确区分。如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

是一对矛盾概念。可再生资源是在人类历史时期内不断更新生长、

繁殖的资源；在人类历史时期内不能重新出现的即是非可再生资源。

两者的差异便是“人类历史时期内能否重新出现”这一时间尺度，

也是导致外延相反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一标准分析，矿产资源是非

可再生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等都是可再

生资源。再次是包含关系的概念，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城市环境

三个概念，都表示人类生存的环境。但地理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环境；社会环境是人类在自然环境基础上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

动创造的人工环境；城市环境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最强烈的地区，

人口多、房屋密集、交通拥挤是最大的特点。可见三个概念中，内

涵最丰富的是城市环境，外延最大的是地理环境。最后是概念的广

义和狭义，有些概念，由于时间、空间范围不同，又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教学时，应抓住概念的时间、空间差异找出“广”和“狭”

的原因，确定适用范围如水资源，广义水资源是指水圈内水量的总体；

狭义水资源仅指陆地上的淡水资源，不包括海洋水、大气水。这样，

从空间范围看，“广”和“狭”非常明显。同样道理可区分广义农业

和狭义农业，广义沿海和狭义沿海。在运用以上方法进行概念教学

时，还应坚持“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学生形成概念

时，不仅要使学生背诵概念的词义，而且要使他们会论证、会运用

这些概念。教师设计一些习题，在分析概念后及时进行练习，这样，

既可检查学生对概念理解是否完整、准确，又能巩固和加深对概念

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