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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实践力素养的培养

崔佳佳

贵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初中地理是学生地理学习的启蒙阶段，是落实“以人为本”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阶段。地理核心素养就是指学生通

过地理知识的学习后形成的、具备的地理必备品格和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学生通过学习地理知识能够熟练的将其运用到生

活中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帮助学生提升地理实践能力与品质。因此，如何提升学生

地理实践能力就成为了相关人员应该深思的问题。本文对初中地理实践力素养的培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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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内涵及理解

素养不等同于素质，其更注重于修养，是长时间学习

后所养成的稳定、长期的品格，包括思想道德品质、外表形

象、知识水平与生存能力等。立足于地理学科的思想性、区

域性等学科特点，地理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人地协调观、区域

认知、综合思维和地理实践力。这是众多专家、学者综合自

身实践得出的四大构成要素。在此，笔者认为，针对初中生

的心理特征，教师需要处理好学生认知水平和地理核心素

养内涵之间的关系，不要单纯为了素养的达成而开展教学活

动，违背教育原则[1]。

2 教学实践中核心素养的落实

2.1 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分解教学目标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学生进入初中阶段，已处

在“形式运算阶段”，能够多维度去思考问题，分析某些地

理成因。因此，地理核心素养对学生的“综合思维”提出了

要求。但是初中地理核心素养不是高中核心素养的基础，初

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为

此，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应先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初

中生初次接触地理这门学科，在学习内驱力上，他们是新鲜

的、充满好奇的，在认知水平上，他们对某些地理成因的认

识还不够全面，还需要靠感知、经验去理解、内化[2]。

例如，“地球的运动”一节，《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

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

“用地理现象说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因此，本节课的目

标定为“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昼夜交替、太阳东升西落、时差

等是由地球自转造成的；四季的变化、昼夜的长短是由公转

产生的”。这符合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同时体现了初中地理

核心素养对培养学生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的具体要求。

又如，“世界的气候”一节，《课程标准》要求学生

“运用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说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课

标定位在“运用”“说出”这两个行为动词上，但如何运

用，又如何让学生能够实现“说出”的行为目标呢？这就需

要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同时要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来细化并分解教学目标。笔者将该教学目标设定为：感知世

界气候的不同，通过合作探究、读图分析世界气候类型分

布图，说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在这一过程与方法的指导

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养成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等核心素

养。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将教学目标细化，落实到

具体的过程与方法的指导中，在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中落实

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

2.2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意识

地理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

过学习形成的关键能力和稳定品格。地理课堂教学从“自主

学习”开始，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品

格。通过自主学习，学生可以自主细化学习目标，从而在课

堂上达到自主学习的要求。自主学习更应是学生的一种终身

学习的能力。无论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或是地

理实践力，这些素养的形成都需要学生在掌握自主学习能力

的基础之上。离开了教师，离开了课堂，离开了学校，自主

学习将会是终身学习的一种能力。这需要教师注重在每一节

地理课堂教学中进行培养，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

惯。教师可以在课前让学生自主学习，也可以将自主学习贯

穿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让学生自主预习、自主探究、自

主评价等[3]。

2.3设计突出具有学科性的探究活动

这里强调具有学科特性的探究活动，即重视区域性、思

想性、生活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等探究活动，同时重视地图教

学在设计活动中的应用，而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使活动流于

形式。教师要设计相关的探究活动，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探究活动，通过探究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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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和创新意识。例如，在教学八年级下册“南方地区—

自然特征与农业”一节时，笔者在课后设计这样的探究活动：

“以家乡南京为例，列举家乡的主要农作物，分析其分布的自

然原因。”在探究活动中，笔者提供了南京市农作物分布图、

气候分布图、地形分布图等，让学生在阅读地图的基础上展开

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等素养，让学生将

地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用地理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同时通过乡土地理的探究活动加深学生对人地关系的认知。再

如，七年级地理“海陆的变迁”一节的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知

道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出世界著名山系及火山、地震

分布与板块运动的关系。在教学时，笔者设计了这样的探究活

动：先提供世界著名山系、火山等的相关资料，让学生探究其

成因与板块运动的关系，最后让学生用实验演示模拟自己的想

法。笔者通过合作探究、实验演示等方式，让学生在活动中体

验科学探究的精神，理解山系及火山、地震与板块运动的关

系，体现了地理学科的特性，同时落实了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

和人地协调观的要求[4]。

2.4 创造性地开发课程资源

单独割裂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联已无法适应时代的要

求，因此，在教学设计上，教师要有课程资源开发的创新思

想。地理学科作为一门兼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基础课

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往往某个地理成因的揭示不仅涉及

地形、水源、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还涉及历史、政治、物

理、语文等学科的知识，再加上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地理学

科教学需要创造性地开发整合课程资源。因此，地理学科与

其他学科的融合，也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比如，语文

古诗中就蕴含了很多地理知识，如果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

古诗，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能使学生在学习语

文时联想到地理知识。例如，在教学七年级地理“地图的阅

读”一节时，笔者引入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故事，与历

史学科相结合，让学生了解地图的由来，同时引出了地图的

应用，将课程之间的资源进行整合，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

养，让学生知道学习地理不应仅仅在课堂上，还要用综合思

维去看待地理事物。因此，地理教师要充分调动多种课程资

源，为地理教学服务。结合初中地理具有生活性的特点，在

平时的教学中，教师从新闻、网络、生活经验等出发来设计

教学也是一种资源开发的思路。例如，在教学八年级地理

“自然资源”一节时，笔者引入垃圾分类来指导学生关注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让学生把抽屉里的垃圾拿出来分

类，并思考这些垃圾来自哪些自然资源，又应如何把它们再

次变成对人类有用的资源，从而使学生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

理知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知识[5]。

2.5 “展示—评价”体现多元化

有学生活动，必然就要有相应的展示和评价，笔者认

为，针对学生不同的展示方式，教师应注重评价的多元化、

生成性和过程性等问题。根据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学生智

能结构由七种智力组成，针对智力结构的不同，教师应鼓励

学生展示多元化，发挥学生的多元智能。例如，在教学人教

版八年级下册“民族”一节时，教师不妨发挥学生爱说、多

动、会表演等特点，让学生唱一唱《爱我中华》，说一说不

同民族的语言，以及各地的方言。之后，教师可以针对学生

不同的展示形式给予不同的评价。又如，七年级有一节活动

设计是“制作简易的地球仪”，学生课后制作简易地球仪

后，笔者设计了一次“班级地球仪展”，让学生互相评价。

有时候评价的主体不一定必须是教师，学生也可以参与到课

堂评价中。笔者针对不同学生制作的“个性化”地球仪给予

了不同的评价，并将自己制作的地球仪和学生的地球仪进行

交换。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评价方式，不仅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锻炼学生的地理实践力[6]。

结束语

总之，培养初中生的地理核心素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地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不断研究和落实，依据学生的认

知规律，细细琢磨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整合课程资源，设计

符合初中地理教学目标的有效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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