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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地理读图能力培养分析 
◆朱丽梅  

（广东省惠东县梁化第二中学） 

 
摘要：初中地理教学中，要求学生要具备一定的图形图像识别能力，要

求学生学会从地图、统计图等载体中获取信息，归纳信息。对此，教师

在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读图能力，引导学生学会从图表图像中获取信息。
本文就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读图能力的培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几点

见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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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学生的用图习惯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地理信息和地域特点的分析，需要学生

掌握并识记，但是这种掌握应当是顺从学生的认知规律，从学生
的初步感知，到逐步的分析探索，再到最终的归纳总结而得出的，
这种教学方式才能真正让学生体验到新知学习的乐趣，感知知识
的产生过程、体验新知获得的精彩，并从中训练学生读图的习惯，
提升学生的读图能力。为帮助学生建立读图习惯，教师在教学中
要尽可能地将一些信息隐藏在图片的背后，让学生学会从图片中
归纳分析。例如，在《自然环境》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
助学生学会从地形图中分析各个大洲的自然环境特点，教师在教
学中首先引导学生思考：怎样描述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主要包
括哪些内容？在学生的经验基础上，学生总结出：主要包括 1.
地势、地形、河流、气候等特点 2.地势和地形对河流、气候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教师向学生呈现亚洲地形图，然后分别找出亚
洲主要的半岛、群岛和边缘海，并从地形图中判读亚洲主要的地
形区及其相应的海拔。通过图片下方的注记，通过地形图中的不
同海拔高度和平原、高原等信息，也就逐步将亚洲的地形特点有
效归纳出来：（1）亚洲地面起伏很大，中间高，四周低（2）地
形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为主。在此过程中，学生也就学会了如
何通过地形图分析归纳地形环境、描述自然环境了，这也是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在亚洲自然环境分析学习完毕时，教
师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结合地形特点和老师提供的地图，请你
分析亚洲的河流流向是怎样的？在读取亚洲的地形图的基础上，
结合亚洲河流图像，学生也就认识到：亚洲的河流发源于中部高
原山地，呈放射状流向周边海洋。此后，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继
续探索：同学们按照我们分析亚洲自然环境特点时所采用的方
法，请你继续根据老师提供的地形图分析：北美洲的自然环境又
有何特点？这一教学环节便是帮助学生巩固新知的过程，也是教
师帮助学生培养读图习惯的重要过程。此后，学生在亚洲地形图
分析的基础上，读图的难度降低，学生也就学会了如何有目的地
从地图中挖掘信息了。 

二、提升学生的看图能力 
在习惯养成初期，教师在教学中还要注重对学生读图技巧的

培养，要帮助学生既能看得懂地图，还要学会观看哪些图形以分
析问题，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例如，在《自然环境（二）复杂的
气候》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结合已有新知地图
和图像分析亚洲的气候特点时，便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并掌握读图
的技巧，从而提升学生的看图能力。首先，教师给学生呈现不同
颜色表示不同气候的亚洲地图，引导学生学会从颜色的区分中了

解亚洲气候的特点，归纳并总结出：亚洲共有哪些气候类型，哪
种气候的分布最为广泛。随后，教师引导学生在以上地图的基础
上，呈现不同气候下的年降水量统计图和对应的气温变化折线
图，从而帮助学生根据亚洲的气候特点，分析不同气候的降水和
气温特点。在学生的读图过程中，教师需要将容易使学生产生疑
惑或者混淆的气候降水和降雨量图，如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
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等，引导学生集中对季风气候的共同点进
行归纳，并通过对比的方式分析不同季风气候各自的特点。这一
教学过程中，既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本节教学重点：根据降水量
和气温变化情况判定气候的重要过程，也是引导学生学会通过对
比、归纳、区分等方式提升读图技巧的过程。学生在总结并辨析
的过程中，其学会了读图的诀窍，对图像的分析能力随之提升，
更学会了从图像信息中归纳总结出规律、探索图像特有属性的能
力。 

三、引导学生学会填图、绘图 
地理教学中，课标既要求学生学会从图片中总结归纳信息，

更要学会将自己所学到的规律应用到地图或者图标的填充和完
善中。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在图片中挖空的方式，让
学生结合自己的掌握情况和对题目的分析，填充完整地图，让教
学起到巩固新知的效果。例如，在《世界气候》这一节内容的教
学中，教师可以将五大洲的地图放大并呈现给学生，将典型的气
候特点的地区以挖空的方式，让学生对其气候类型进行填写。为
进一步巩固学生对不同气候特点的掌握，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结
合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绘制出相应的降水和对应的年气温变化
情况，以促进学生对气候的掌握。再比如，为了帮助学生强化对
我国各个省份地域位置的掌握，教师还可以将我国各省、市、自
治区的地图打印出来，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掌握情况，将对应的
地图填写完整。在学生填充完善地图的过程中，地图的残缺既让
学生的新知获取情况得以检验，更强化了学生对我国各省份位置
识记的效果，这种方式比单纯机械识记方式要更加高效。 

总结 
地理教学中，图像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大量气候特点、地形

特点、自然环境特点都可以从地图和图表中获取，更多地理规律
还可以在学生归纳的过程中得以总结，需要了解气候问题、农林
牧副渔等产业的发展问题也能从图表的分析中获取。对此，教师
在教学中要十分重视对学生读图能力的培养，通过培养学生用图
习惯、培养学生读图能力和带领学生填图绘图等方式探索新知，
以优化学生的新知获取方式，帮助学生有效巩固识记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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