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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中地理生活化、实践化、有效化教学策略 
◆高永军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第四高级中学  842300） 

 
摘要：高中地理是高中学习生活中的重要学科，涉及面广，实用性强。

如何把高中地理生活化、实践化、有效化是当前高中地理教学的首要目

的。地理作为一门学科，体现在生活科技的各个方面，从身边的地理知

识入手，由此及彼实现知识的类推。把书本上的地理理论知识，融入到

生活中来。亲身实践下，发现高中地理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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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地理学科的开设，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世界地理状

况，地球运转定义以及自然气候条件，从知识中总结规律，把规
律运用带实际生活中以此来推动社会生活的发展使之更具合理
性和发展性的一门学科。从“天圆地方”到现如今的宇宙简体模
型、从城市化到逆城市化、从人口增长规律再到计划生育的实施
这些种种都离不开高中地理。即便是我们周围的天气现象、文化
传播、工农业发展、旅游景点等都是地理发展的表现。所以我们
要从生活中来，熟练运用地理知识，切身实践之后，把它的实用
性最大化。总而言之，高中地理的教学就是要把握住生活化、实
践化、有效化这三个方面。 

一、走进生活，了解身边的地理知识 
生活处处皆地理，学好地理就先从我们身边的环境着手，知

识有了现实生活的依据才会更加具有说服力。在高中地理的教学
中，根据个人生活的环境先讲一讲自己的周围都有怎样的地理情
况。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居住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
北有天山、准葛尔盆地、阿尔泰山，南有塔里木盆地、昆仑山，
不同地形地貌的植被特点、地理构造特点。从小的方面来讲，家
乡的木扎提河的流向、汛期特点、含沙量、结冰期等，这是因为
地形起伏的不同、气候不同导致的结果。老师们就可以就这一点，
对学生自身周边的地理环境作一个深度剖析，让学生结合自身情
况来一一验证，这样既为知识找到了凭依，同时也让学生们对这
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 

在日常的学习中，老师要注意观察身边事物，来对学生们进
行一个即时教学，举个例子：在学习高中地理时，老师总是会用
当下的天气给我们讲课，今天是雨天的话，便教我们如何从云层
的厚度以及空气的湿度分辨降雨量的大小，提醒我们及时带伞；
根据交通路线学习商业网点布局的特点，这种教学方式就很好的
把高中地理生活化了，平时对于冷锋暖锋的理解、商业网点布局
等仅仅停留在课本上，而这种生活化的地理教学大大的增加而来
高中生对地理实用性的理解。 

二、亲身实践，探知气候、地形、季节 
（一）气候随地形变换 
平时出去登山游玩，发现越往山上走，温度会越来越低。这

就是一种亲身实践，海拔每升高 100M 气温下降 0.6 摄氏度。像
这样亲身实践，亲身体验温度逐渐下降，我们对这一知识点的理
解一定会更加深刻。同时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山中植物也会呈
现出阶梯状分布，这都是在生活实践中可以轻易发现的，学好高
中地理，不能仅仅依靠课本中的知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小
时候住在窑洞中，窑洞里冬暖夏凉，但是窑洞为什么会冬暖夏
凉？这个结合了我们的高中地理知识，气候随地形的变换而变
换，窑洞因为地形特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实践与知识的
相结合。我们不能一味的接收知识而不实践，同时也要保证在实
践上要会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释。在高中地理的教学过程中要着
重注意这一点。 

（二）季节随地理位置的变化情况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北至黑龙江，南到南沙群岛横跨纬度巨
大，所以也造成了气候分布多样，季节变化多端的情况，由于地
理位置的影响，甚至相邻的两个省份都会出现截而不同的季节。
在旅游的过程中，可以用自己所在的城市所比较，两者之间的环
境有何不同，地形差距在哪里，从而得出结论。四川盆地和塔里
木盆地都是盆地，但是处在不同阶梯上，地势有所变化，所以两
地之间的季节也有所差距。而黑龙江省和广东省则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常年冬天低温，另一个是夏季高温，这都是地理位置变化
所引起的反映。从连云港坐火车去乌鲁木齐，一路上可以看到植
被的变化，感受到气候中水分的变化。在我们的出行旅游中多多
注意这些方面，亲身实践下了解地理知识，这比坐在教室里被动
接受知识要高效率的多。 

三、活用地理知识，有效解决问题 
学习高中地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其的实用性，也就是说要把

高中地理有效化。不要以为地理仅仅是对地形，气候，季节的一
种解释性学科。不仅要会学，更要会用，古时候就有李冰父子修
筑都江堰，解决了四川成都的农业灌溉问题，让成都变成了天府
之国。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正在着手研制的“北斗”导航系统[2]，
“北斗”的出现会让我们摆脱美国“GPS”的限制，成为国际上
少数拥有独立导航系统的国家。这些都是地理知识有效化强有力
的体现。所以，我们要把地理运用到实际解决问题当中，结合生
活与实践。地理知识的有效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一个方面，我们不
能局限于我们的思考方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记载河流相
关知识的一部著作，但是对当时国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
用。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把地理知识有效的使用在更多的方面，
仅仅就是绘制一张城市地理图，也需要精准的地理知识。在教学
过程中老师们要注意引导学生，会学会用打开思维。活用地理知
识，有效解决问题。 

四、结语 
高中地理是需要切合生活实际，以实践为标准，达到知识的

实用化。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所忽视的就是这几点，所谓只传不
做。只有把这三点相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实用性地
理人才。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做好引导的角色，把学生
带入到地理学习生活化、实践化、有效化中去。 

参考文献： 
[1]仇倩. 浅析高中地理生活化、实践化、有效化教学策略

[J]. 中国校外教育, 2017, No.614(31):124-125. 
[2]张欢. 地理生活化教学策略在高中地理课堂中的实践研

究[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