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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教学中多媒体的适用性研究 
◆王晓晓

（西华师范大学国土资源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摘要：虽然多媒体教学在地理教学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但是受初中生在

地理学习上专注力较少的影响，初中地理老师在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

上面临两难的选择。本文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

调查法、课堂观察法和个人访谈法，开展初中地理教学中多媒体的利用

现状调查，了解初中阶段地理多媒体教学的现状、发现其问题并提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发现：初中生对地理课程具有浓厚兴趣，且感兴趣

程度随年级升高而增强，并认为多媒体教学能提高学习效率；另外多媒

体教学信息丰富，有利于教师开展地理教学。但是，受多媒体的局限性

和教师喜好的影响，一些教师还是倾向于传统教学。针对多媒体地理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建议丰富课件内容，保持课件多样化，并注重

与时俱进，课件内容要适量、重难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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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改革高考，取消传统高考
模式。2014 年先在浙江省和上海市试点，2017 年全面推进高考
改革。四川 2018 年启动高考改革，而改革后将不分文理科，采
取“3+3”考试模式，其中第一个“3”则是指语文、数学、英语
三大高考科目，是考生必考的，而第二个“3”指的是在物理、
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6 个科目任选 3 科。这种选考的
方式使初中阶段的学科与高中阶段的学科必须做好衔接，因此初
中地理学科的学习变得尤为重要。初中阶段的地理课程与其它主
要科目相比，课时是相对较少的，一周大都只有两节地理课，但
是地理课程学习内容是较多。在中考成绩所占分值中，地理学科
分值比例少，学生不重视地理学科。因此，初中地理教学不仅应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同时应注重提高学生学习效
率，着重激发学生学习地理兴趣，培养学地理的基本思维与基本
方法，才能适应新高考模式。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世界处于互联网信息时代，多媒体
技术广泛的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当今的初中生从
出生就处于互联网发达的电子信息时代，自己可以上网游览许多
信息资料，传统教学模式几乎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要
求，而多媒体教学逐步发展完善。它充分调动学生感觉器官来接
受课堂信息[1]，通过文本、图片、音频、录像、投影等调动，逐
步加深印象，同时用不同的色彩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增加课堂
内容承载量，拓展学生知识面，也避免了教师板书，提高了效率；
兼顾内容的生动形象性与趣味性，教学形式多样，吸引了学生注
意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可重复观看，便于学习理解等等特点
而普及到全国中小学。我国多媒体教学的模式主要有课堂演示
型、个别化教学、探究式教学、远程教学等模式。课堂演示型教
学模式是通过课堂中教师的讲解与多媒体的呈现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教学活动[2]，这是我国大多数中小学多媒体教学的基本教学
形式之一。但是这种多媒体教学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总结如下：
1、教师过分依赖运用多媒体教学，其相对于传统教学来说灵活
度不高，遇到意外，教学就不能灵活开展；2、多媒体教学处理
得不好，很可能只是教材的搬家、黑板的搬家，并未能将多媒体
教学的优势体现；3、教师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低，课件单一，
呆板；4、教学网络资源下载便利，教师下载资源因贪图安逸而
不进行修改，则使课件不符合学生学情；5、教师为了做精致的
课件而与教学目的背道而驰，缺少通过多媒体教学为达到什么样
的教学目的思考；6、多媒体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教师一边关
注多媒体，一边关注学生，师生间的眼神、肢体交流减少；7、
虽然多媒体教学在全国已经广泛使用，由于区域教育设施基础的

差异，多媒体教学的硬件设施环境差；8、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效
果及课件的好与差，学校没有评判标准，缺乏激励制度这就促使
教师就有懒散思想；9、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多于内容，导致吸引
了初中学生注意力但是最后未能引导学生回到教学内容上。而初
中生与高中生相比，初中生的专注力更短，加上多媒体教学产生
一系列问题，促使初中地理老师在选择多媒体教学还是传统教学
上，略微有差异。 

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在确定研究方向后，为了更好的研究多媒体在

初中地理教学的情况，就详细的搜集了有关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和
局限、地理兴趣的培养、地理教学方法、高考改革和新课程标准
等相关资料，并对有关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为本次的调查及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问卷调查法：本次研究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以初中一年级和
二年级的学生为对象进行抽样调查，设计了《初中阶段地理多媒
体教学现状调查》（见附录），对初中地理阶段多媒体教学的使用
程度现状、效果、学习兴趣，和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为
本次调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本次问卷调查，初中一年
级发放调查问卷 115 份，收回 107 份，问卷回收率 93.04%，有
效问卷 101 份；初中二年级发放调查问卷 115 份，收回 109 份，
问卷回收率 94.78%，有效问卷 105 份；本研究共发放学生问卷
230 份，回收学生问卷 216 份，问卷回收率 93.91%，其中有效问
卷 206 份。 

课堂观察法：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初一和初二不同班级、
不同教学内容进行了课堂观察，同时还对同一年级、同一教学内
容，不同教学方法也做了细致观察。在分析完问卷调查结果后，
结合听课记录，进一步进行了分析。 

个人访谈法：为了更加真实了解初中多媒体地理教学的境
况，访谈了初中地理老师对多媒体教学、传统教学及学生上课的
兴趣、状态、效率等的看法。 

3 研究结果 
3.1 多媒体在初中地理教学的现状 
对初中学生对地理及地理课程的兴趣程度统计发现，63.59%

的学生对地理感兴趣，30.58%的学生对其的兴趣一般，还有
5.82%的学生对其不感兴趣； 59.22%的学生对地理课程感兴趣，
36.89%的学生对其的兴趣一般，还有 3.88%的学生对其不感兴
趣。 

地理课程是地理的一部分，对地理感兴趣的学生，并不一定
对地理课程感兴趣，但是总体上来说，对地理感兴趣的学生大多
也会对地理课程感兴趣。初中生学习地理课程后，兴趣程度随年
级升高而增加，虽然大多数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兴趣在不断增加，
但是对地理学科的兴趣不变和不断减少的学生比例占了三分之
一，地理教师还需提高这部分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兴趣。 

教师是否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调查结果发现，82%的学生
认为地理教师完全不会使用多媒体教学，44.17%的学生认为地理
教师只是偶尔会使用多媒体教学，40.78%的学生认为地理教师经
常会使用多媒体教学，9.22%的学生认为地理教师几乎全是地理
教学。完全不使用多媒体教学和偶尔会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将近占
了 50%的比例，说明还是有许多老师使用传统教学进行授课，并
没有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发挥出来。 

地理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中：36.84%的学生认为教
师仅游览课件，32.95%的学生认为教师是游览讲解并板书教学，
3.4%的学生认为教师仅是拓展知识，22.80%的学生认为教师游览
讲解、板书并拓展，其中学生认为教师仅游览课件的人数是最多
的，但是这并不是学生期望的多媒体教学方式，而学生选择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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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师怎样进行多媒体教学方面，52.43%的学生都喜欢游览讲
解、板书并拓展知识方面，但是教师们在实际中却并没有完全做
到，而倾向于游览讲解板书，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该在游览讲解
板书的同时，做适宜的拓展。 

84.95%的学生都认为地理多媒体教学能增强他们学习地理
的兴趣，结合对教师的调查，完全不使用多媒体教学和偶尔会使
用多媒体教学的将近占了 50%的比例，许多老师还是采用传统教
学，地理教师还是应该抓住多媒体教学能增强学生学习地理的兴
趣这个契机来进行教学，提高学习地理的效率。 

地理多媒体教学对学生的影响中，51.46%学生认为可以提高
学习效率，方便做笔记，49.51%的学生认为激发了学习动机，提
高了学习兴趣。这也说明了传统教学不利于提高学习效率，方便
做笔记，而地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在学生有：1、提高学习效率，
方便做笔记 2、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兴趣 3、信息量大，知识拓
展多等方面。 

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课件单一，形式呆板，沉闷的问题占
了 53.4%，是比例最大的；教学是教材搬家、黑板搬家的问题比
例是 49.03%；注意力转移到看新奇，无暇听课问题的占了
48.54%，这三者是本次调查最突出的问题。而信息量大，节奏快，
难点不突出为 38.83%、切换快，来不及写笔记为 36.41%、与老
师的交流互动更少为 21.36%，这部分比例也不容小觑。   

3.2  整体分析 
从整个调查结果来看，许多初中生对地理和地理课程都有很

大的兴趣，并且很大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地理的兴趣还在不断增
加，学生也很喜欢地理多媒体教学，认为能提高学习效率、方便
做笔记，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兴趣，信息量大、知识拓展多等。
这有利于地理教师开展多媒体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但是多媒体
教学并没有适用于所有的地理教师，完全没有使用和偶尔使用多
媒体教学的将近 50%。通过对教师的访谈调查，教龄在 5 年以上
的地理教师一般喜欢以传统教学为主，教龄在 5 年以下的地理教
师一般喜欢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虽然多媒体教学能极大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教师还是略微倾向传统教学。究其原因，教师还是
认为多媒体教学的中会产生许多问题：1、信息量大、节奏快、
节奏重点不突出；2、教学任务重，没时间设计课件；3、过多的
形式、分散学生注意力；4、课件形式单一，学生大脑疲劳，达
不到预期效果；5、教师只是课件放映员，教师主导能力减弱。
同时学生认为教师多媒体教学是教材搬家、黑板搬家，切换快、
来不及写笔记，与老师的交流互动更少，注意力转移到看新奇，
无暇听课等方面需要教师反思改进。 

4 初中阶段地理多媒体教学现状的改善策略 
4.1  课前准备 
去单一呆板化：教龄稍长地理教师喜欢以传统教学为主，多

媒体教学课件资源比较陈旧，缺乏更新，课件单一、形式呆板 、
无趣。有的老师因网上下载地理教学资源方便而不做修改，直接
使用，缺少教师自己的独特风格，资源雷同，课件雷同。教龄稍
短的教师喜欢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课件新颖、，制作课件技术娴
熟。因此，稍长地理教师应尝试学习多媒体课件制作技术，形成
自己课件风格，加入生动形象的元素的同时去单一呆板化。 

去多余形式化： 多媒体教学不等于欣赏课[6]，现在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多媒体教学的课件技术越来越精湛，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学生欣赏了精美、震撼的课件，但是教师未能好
好引导教学，那就使教学效果就大打折扣，才导致学生注意力转
移到看新奇，无暇听课。教龄稍短地理的教师制作课件应选择适
合教学任务、内容的课件，除去多余形式，不能本末倒置。 

注重与时俱进和创新：教师自己制作的课件或者网上下载的
课件过了一段时间都是比较落后的，同时也可能只是教材或者黑
板的搬家，缺乏更新与创新。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地理教学资源
也应跟上时代的变化，跟上实事热点，深入挖掘教材，教学联系
实际生活[7]，与时俱进。 

4.2  上课过程 
课程信息量适度，突出重难点：课件信息量大、课程容量大，

导致教学过程中，教师满堂灌的现象。但是教师讲授得多，并不

意味着学生就接受得多，学生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拓
展的知识多，也会导致课堂信息量大，从而重难点不突出。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了解学生整体接受能力，课程信息量要适
度，这样才能为突出重难点打下基础。初中学生与高中学生相比，
自觉自律能力、自学能力、理解能力都要差一些，相对于小学生
要稍微好一些，因此教师对于教学重难点需要反复重复，才能让
学生有意识的掌握。 

节奏适中：地理多媒体教学中，由于老师不用自己板书写
字 ，而应该板书的内容都在课件里，促使有的学生认为老师讲
课节奏快，跟不上。而传统教学中，老师板书时学生可以做笔记，
老师板书后讲解时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做笔记。而地理教师进行多
媒体教学时忽略了这一点，学生需要自己做笔记，应给学生留一
段足够的时间，否则老师切换到下一个教学内容，有的学生还在
停留在上一个教学内容的笔记上。 

结合传统教学：地理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都是有利有弊
的，教师要取得最大的教学效果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长
补短。教师应把多媒体与其它常规媒体、传统教学手段有机配合，
才能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8]。突出重难点时，可以借助传统教学
的黑板板书，加深学生的记忆。传统教学是师生面对面交流，而
多媒体教学则是学生盯着屏幕，老师则是盯着电脑或者学生，相
比较，师生之间的交流减少。因此教师需要多关注在学生在课堂
中的变化，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与学生交流。 

5 结论 
本文以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

法、课堂观察法、个人访谈法，调查分析了初中阶段地理多媒体
教学的应用现状、出现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 

初中生对地理课程有浓厚兴趣，且感兴趣程度随年级升高而
增加；认为多媒体教学能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兴
趣；多媒体教学信息丰富。这些都有利于教师开展地理多媒体教
学。 

受多媒体的局限性（信息量大、节奏快、节奏重点不突出；
教学任务重，没时间设计课件；过多的形式、分散学生注意力；
课件形式单一，学生大脑疲劳，达不到预期效果；教师只是课件
放映员，教师主导能力减弱。同时学生认为教师多媒体教学是教
材搬家、黑板搬家，切换快、来不及写笔记，与老师的交流互动
更少，注意力转移到看新奇，无暇听课等方面需要教师反思改进
等）和教师喜好的影响，一些教师还是倾向于传统教学。约有二
分之一初中地理老师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剩下比例的老师以传统
教学为主而并没有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针对初中阶段地理多媒体教学现状，本研究建议课件保持要
多样化，丰富课件内容，并注重与时俱进；教师要注意课件内容
要适量、突出重难点，讲课节奏适中、结合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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