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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应试教育使中学地理的教学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社会对

地理教学的重视程度相当低，直接影响了学生们学习地理知识的主动性，

影响学生对地理素质发展的需求。因而，对传统的教学理念进行优化是
高中地理教学实现高效化的基本保障。高中地理的高效课堂，需要教师

既依据新课改的教学理论，又紧紧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切实以培养高

中生的综合素质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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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教学理念。作为地理教师，

要打造高效、优质的课堂，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结论轻过程、重
记忆轻思考、重文字轻图表、重积累轻运用的教学观念。教学是
一个千变万化的动态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以学生实
际以及实际教学内容为基础，合理设计教学模式。然而不论采取
何种教学方法，都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
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创新精神为目的。 

1、高中地理实现高效课堂需要优化教学理念 
在实际的教学中，不同的教师运用不同的教法，其取得效果

和对学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要想做的好就必然要求提高课堂
教学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教师结合自身实际，以素质教育理论为
指导，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把教学的主体还给学生，让课堂教
学有效优质，积极探索一种用有限的课堂时间获得最大的进步的
教学模式。高效课堂应该是开放的，一是将地理教学活动的主体
地位还给学生，二是释放学生的思维。高效课堂较之传统的教学
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个性发展，更凸显“学为本”的教学
本质。开放的高效课堂中，教师要信任学生，相信他们有能力、
有意愿自主的完成学习任务。例如，在讲授“常见的天气系统”
时，教师就完全放开教学。因为对于天气这一现象，学生在生活
中经常接触，有充分的切身感受。差在没有弄明白天气变化的规
律和原理。对这节课程，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参照家乡的
天气特征，在课堂上自己阅读课本，然后直接展开讨论分析，教
师可完全任由学生表述。实践证明，学生对这部分知识完全可以
自己消化，在课堂上，教师只需要最后对知识进行梳理，使之在
学生脑中形成体系即可。 

2、结合生活实际，贴近自然构建高中地理探究式教学情境 
许多学生在进行高中地理学习时，往往会认为高中地理知识

点过多，而且许多知识记忆性较强，离自己的生活实际较远，导
致许多学生对于高中地理知识的学习存在一定的畏惧感，缺乏高
中地理学习的兴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在进行高中
地理课堂教学时往往缺乏趣味性，高中地理教学与实际生活较
远，产生了知识与应用的脱节。所以大部分学生在进行高中地理
学习时往往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导致学生对高中地理知识点记
忆不强，常常出现记不清、记不全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学生对高中地理学习的效率，不利于学生高中地理成绩的提
高。因此，教师在进行高中地理课堂教学时，可以将高中地理知
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构建探究式教学情境，从而加强学生对地
理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教师在进行“自然
灾害对人类的危害”的教学时，则可以联系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
题构建高中地理探究式教学情境，如“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
雅安地震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给当地居民的生
产和生活带来重大影响。除了地震给人们带来严重影响，还有哪
些灾害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影响呢?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这一节
课就来学习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3、加强教师指导，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探究式教学过程的学习主体是学生，然而学生由于其知识水

平有限，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进行探究式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
缺乏方向性，缺乏目标性，导致探究式学习过于盲目，效率过低，
这一问题也是许多教师在进行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常常遇到的。造
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教师在进行探究式教学时往往会过

于“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因此，
教师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运用探究式教学模式时，一定要加强教
师对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指导，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
作用，对于学生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并引导学生正确地进行探
究性学习。以“湿地资源的开发保护”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采
用梯度设问的方式去逐步引导学生，例如，“什么叫做湿地?”“根
据湿地的形成原因可以将湿地分为哪几类?”“我国湿地在空间分
布上的特点?其分布与哪个气候要素密切相关?”“湿地水分的蒸
发，可在附近地区形成降雨，具有调节区域气候的作用。你赞成
这种说法吗?” 

4、将初高中地理进行有效结合 
做好初中地理和高中地理的衔接已经成为实现高中地理教

学有效性的关键，教师要明确初高中地理教学内容的异同点，结
合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科学制定教学计划。高中地
理教师要熟练把握初高中地理内容标准的差异，采取有效方式和
手段加强两者的结合和衔接。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初中地理学习状
况和实际水平，并客观记录学生在地理学习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展高中地理教学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悦
的课堂环境中学习新的地理知识。此外，教师还要依据高中地理
教学要求，确定教学重点，明确教学难点。比如，在进行区域图
学习时，学生的学习效果普遍不好，他们无法形成完整的区域图
空间概念，由此便无法知道区域所属地区的区域地理知识，更无
从谈及运用图中知识来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若是如
此，学生便无法充分掌握该部分的学习内容。针对于此，笔者在
教室后面分别悬挂了中国和世界区域地图。 

5、多媒体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多媒体设备是地理课堂教学的重要工具，它不但可以保存下

来所学习的内容，方便学生交流，还可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多媒体设备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形式各不相同，所以，地理
教师在教学中，要选择适合学生的多媒体工具，切实发挥多媒体
工具在地理教学中的作用。课前导入是一个关键的教学步骤，好
的导入，可以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点。地理课堂上，运用
多媒体手段，全面介入课前导入，将有效提升地理课的教学品位。
比如，在地理课教学实践中，地理教师用视频故事的方式，将要
学习的课程引入进来。这种导入方法，必然激起学生在地理课堂
上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下掌握了地理知识。在地理
教师授课过程中，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授课，还可以把关于地理的
一些抽象的原理、技能、概念以及地理的分布、景观和发展经过
等一些现实中很难理解的问题，通过视频、音频、图片等变得简
单直观化，让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掌握更加条理清晰。这不但有利
于高中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也使得教师更加顺畅地实
施教学。实践证明，采用多媒体授课，对高中学生更好地学习地
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