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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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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教师通过开展生活化的教学策略，可以

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地理综合学习质量。下文就生

活化教学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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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理学习可以很好的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促进学生综合学习

实力的提升。为了更好的提高初中地理的教学质量，教师可以很
好的运用生活化教学策略，提高初中地理课堂的教学质量。 

一、初中地理的教学现状分析 
在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没有得到很好

的改变，在地理课堂教学的时候，仍旧是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法。
通过对教材内容进行直白的讲授，完成初中地理课堂的教学任
务。 

在这样的地理课堂教学环境下，无法有效的激发出学生的地
理学习兴趣，并且由于教学方式的单一与教学模式的枯燥，部分
学生甚至产生了抵触的心理情绪，严重的影响到学生地理学习的
质量与效率。 

在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由于教师的教学方案没有很好的突
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实际教学方案执行的时候，学生无法积
极主动的参与其中，进而影响到了地理课堂的教学质量[1]。 

二、初中地理生活化教学的应用研究 
（一）教学方案突出学生主体 
在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教师通过开展生活化的教学策略，

可以很好的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动力。为了确保可以最大化
的发挥出生活化教学的优势，在生活化教学方案设计的时候，教
师需要很好的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这样才可以保障生活化教
学的效果。 

在生活化教学方案实施的过程中，以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
结合地理教学的内容，让学生逐渐的学习相关的地理知识。例如
在讲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气候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们提问：“谁
去过黑龙江市，谁去过北京市，谁去过成都市，谁去过福州市，
谁去过台湾高雄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们的回答，让学生们交
流讨论这些不同的城市，气候环境有那些显著的差异。为了加深
学生对季风性气候环境的理解，可以让学生针对性的分析黑龙江
市和福州市的气候差异，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分析讨
论我国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差异。 

在学生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得到了很好
的激发。当学生们沟通结束之后，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们得出的
结论，引导出本节课的实际教学内容，从而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到
教学活动当中，更好的提高学习地理知识的学习质量与效率。由
此可见，在生活化地理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很好的突出学生学习
的主体性，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地理综合学习质量的提高[2]。 

（二）生活化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 
在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不能将教学局限在课堂之上，需要

引导学生去实际生活中体验地理知识的应用价值，通过学生进行
动手实践，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和综合学习质
量。 

在生活化课外实践活动开展的时候，为了保障生活化教学模
式的整体质量，以及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教师
需要对生活化的地理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由于生活化
课堂的开展都是围绕着教学内容，因为最终的教学需要回归于课
本。而在此之前，学生就可以根据教师的指导，实地调研一些地
理信息资料。在实际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解决很多的地
理问题，同时有会生成很多的新问题。学生解决的问题就是本节
课教学的主要地理内容，而学生发现的新问题是下节课教学的主
要知识点。 

例如在讲水资源污染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们在城市的一些

河流区域进行水源的取样，或者是观察河流的水质，并做好相关
的数据记录，这样在地理课堂教学的时候，不在局限于教材课本，
学生实践记录的数据资料很好的支持了课堂教学的框架，使得地
理课堂生活化教学更加的丰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分析调研的
水质数据资料，让学生客观的认识到水资源污染的具体情况，从
而更好的唤起学生保护水资源、节约水资源的思想意识[3]。 

（三）生活化教学情境的引导 
在实际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为了更好的提高初中地理的教

学质量，需要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情境。通过趣味性学习情境
的构建，从而更好的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提高初中
地理课堂的教学质量。 

在初中地理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结
合学生的实际地理学习情况，构建相应的地理学习情境。采取聊
天的方式，舒缓学生的学习压力，因为当教师站立在讲台上的时
候，自然而然的具有几分严厉的教学风格，学生就会产生一定的
心理压力，从而不能很好的进行主动提问和质疑，进而影响到初
中地理课堂的教学质量，也增加了教师教学的难度。 

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促进地理生活化教学的质量。笔
者认为教师应当走下讲台，进入到学生中间，通过与学生们聊天
的方式，激发出学生主动发言的意识。在学生们发言与质疑之后，
教师就可以延伸出相关的地理教学知识。这样学生们就可以延续
着教师的引导，学习相关的地理内容。在构建生活化学习情境的
时候，教师不用刻意的布置一些教学问题或者是让学生进行哪些
地理实践，通过自然轻松的聊天方式，逐渐的营造生活化情境，
并且学生也可以循序渐进的融入到生活化情境当中，从而更好的
发挥出生活化情急教学的价值，提高学生的地理综合学习质量[4]。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实施生活化的

教学引导，促进学生地理学习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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