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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地理比较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拉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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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课改背景下，地理比较法是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

种授课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单一式讲解模式，比较法不仅使教学更加系

统、立体，也有助于促进学生理解学习，培养其良好的地理学习兴趣，
提升课堂学习效率，且地理比较法还具有应用范围广、一目了然、生动

及简便的特点。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实践，立足于应用地理比较法展

开授课的重要性，进行对其具体应用策略的有效探究，以期为构建高中
地理高效课堂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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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地理比较法施教的重要性 
新课改的深入实施，更注重教学的有效性与创新性，以更好

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用比较法授课，
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已学的地理知识，进而使其对知识点进行
梳理、总结，形成相互联系的立体知识网络，更好地促进学生对
知识的记忆。同时，比较法更有助于学生将新、旧知识进行系统
化、条理化的整合。 

并且，地理作为一门兼具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属性的综
合学科，其教学的主要目标便是使学生掌握事物发展最一般的规
律和特征，培养其良好的人地协调观念、综合思维、区域认识意
识及地理实践力[2]。比较法的应用主要是在不同的知识之间进行
差异和相通点的比较，一是对事物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时间的
对比；二是对不同事物进行同一发展阶段的对比，通过对知识点
的对比归纳，培养学生在地理知识的学习中有更加明确的学习思
路和清晰的条理，进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使其能够联系、
辩证的看待问题。 

可以说，在地理教学中应用比较法，既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
的地理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独立思考和善于提问的能力，扩展其
知识视野；更有助于加强学生对问题本质的探究，提高其思维能
力，使学生拥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地理、社会问题的思路。同
时，以纵深联系比较法施教，在高效教学中，也将激发高中生的
地理的学习、探究热情，进而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更好
地为其高阶段的学习和发展夯实基础。 

二、地理比较法类型及其实际解析 
2.1 类比比较法 
类比比较法是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频率较高的一种比较

学习法。受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很多的自然区域与人文发展
会形成相近的状况。 

因此，教师在具有相同之处不同区域的地理知识讲解过程
中，可以将其相同点进行联系，从而进行综合授课，帮助学生快
速的接受地理知识，并形成良好的知识串联，意识到其自然地貌、
物产资源的差异性和共同之处，加深印象，培养其良好的知识迁
移能力，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相关地理知识。高中地理课程教
学内容中，例如：同类异型地理现象的比较，月球与地球的表面
温度日较差的比较，欧洲西部与北美洲西部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差
的比较；同类同型地理事物与想象的比较，我国东部季风区长江
三角洲与松嫩平原的比较，北美洲与澳大利亚地形东西部高、中
间低的地形的比较等，都可以利用地理比较法进行教授，以此使
学生将自然地理知识掌握的更透彻。 

2.2 图形比较法 
为了能够让学生更直观的理解地理概念知识，教师还可以应

用图表与地图进行教学。除课本上的地理图表图形外，还可以充
分利用云平台向学生展示更多相关图片，以有效的辅助教学。 

通过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课程地理样貌的资源，进行针对性
地理知识的生动授课，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以图文并茂、
声像并举的方式促进学生理解，例如：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
地域类型”学习中，可以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种植超级稻——
湖南种植区与澳大利亚牧场的图片或视频进行对比教学。以多媒
体形式展示，让学生直观地观察种植区的地理环境，以问答的方

式进行两大地理环境的讲解，因湖南地区连阴雨、高温炎热等气
候原因，其很适合种植水稻，而澳大利亚东南牧场属于热带草原
气候，更适合放牧。这样通过图片与视频就能够将适合农业种植
区地理特点理解并掌握。以对比的形式，引导学生的进一步思考
农业种植影响因素，培养学生发散思维。 

2.3 概念比较法 
高中地理知识中，有很多的概念性知识，需要靠学生进行理

解记忆、掌握。与此同时，很多的类似概念极易被学生混淆。 
因此，地理教师应将类似的知识点内容联系在一起，进行详

细的举例比较，使学生将其不同概念区分开来，更易于理解[3]，
例如：温带季风性气候与热带季风性气候的概念，通过两者间相
同与不同之处的比较，以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对两者差异进行比
对，让学生区分开温带季风性气候与热带季风性气候的概念。再
例如：地方时与区时的概念，也是地理学习中较难的知识点。区
时指的是每隔 15°为一区时，全球共有 24 个区时，地球上无数
的经线决定了有无数个地方时，而区时却只有固定的 24 个，将
二者的联系与不同进行概念上的比较，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与计
算经度，突破知识的重难点讲解。而再在后期教学中进行深化，
便能够起到良好的“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2.4 专题比较法 
专题比较法使用较为简单，可以将同一范围内的知识进行比

较学习。在实际教学应用中，可以先将概念、现象、规律等知识
做出总结，让学生了解已学的知识，再把各种知识系统化，找出
知识点的潜在联系。 

在对有共性的知识点进行分析探究时，可以采用专题的方式
展开，通过地理知识间的对比，加强学生对各种知识的理解，使
学生对相关联的地理知识有更加系统、更加具体的了解。例如：
在“城市建设与城市化”的专题学习中，可引出我国比较有代表
性的城市建设方案为教学引导，使学生从空间形态、协调发展以
及城市发展的角度综合分析城市规划的意义，并对功能分区进行
探讨，以联系公共设施建设的视角，向大家征集对新城区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 

三、结语 
总之，培养学生良好的地理核心素养，教师一方面需深研教

材，具有联系教学的意识，将学科特点与高中生认知规律相融合，
为比较教学奠基；另一方面则需关注对学生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
意识的培养，使其具有比较学习观念，能够自主进行联系学习，
促进高中地理教学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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