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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养 
◆刘满枝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罐头嘴中学  湖南常德  415918） 

 
摘要：在现如今的时期，我们国家开展地理教育的初衷不是为了培养越

来越多的地理学家，而是要让学生们通过学习相应的地理知识，提高自

身的核心素养和竞争力，并以此为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为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伴随着新课程标准

的贯彻和落实，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已经成为了越

来越多的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关注的首要问题，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对

如何在地理授课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思考，并提

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与各位进行分享，希望能够给各位教学工

作者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初中地理；人文素养；培养策略 

 

 

引言： 
地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完善学生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能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在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中，仍存在着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受传统教学的影响，课堂教学时枯燥、
乏味，对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对地理学
习缺乏兴趣，从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初中地理
教师要深入的研究教材，挖掘教材中的人文素材，运用科学合理
的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
能力，为学生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一、激发学习兴趣，构造人文性氛围 
1、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地理知识 
老师在给学生们进行知识讲解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向学

生们滔滔不绝的讲解，学生们很难能够起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也
不能够有效的激发起学生对知识所产生的共鸣[1]。因此，在这样
的情况下，如果老师在授课之中穿插进入生动有趣的实例，一方
面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们把自己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地理课堂学习之中，另一方面还能够让学生们对
知识的理解更加的透彻，促进学生们的地理核心素养的养成，比
如，学生们在学习《世界的气候》这节课程的时候，老师可以用
不同地区的居民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来让学生们直观的感受到各
个地区气候所存在的差异，此外，老师还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不
同地区人们的生活趣事，以此来加深学生们对于知识的理解程
度，从而让学生们养成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结构。 

2、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学生的认知传统的教学模式 
伴随着我们国家科学实力的不断增长，多媒体这种全新的教

学设备也逐渐的课堂之中得到了普及，通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使
用多媒体，一方面能够让学生们摆脱传统枯燥的教学气氛，另一
方面也能够让学生成为教学环节之中的主体，提升学生们的学习
有效性，比如，老师可以授课的时候运用 ppt 的形式来对学生们
进行教学，来给学生们一种全新的教学体验，增加学生们的直观
感受。此外，对于一些知识，老师还可以通过给学生们播放相关
的视频，以此来帮助学生们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提高学生
们的学习效率。 

二、地理教学与艺术、美学素养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人文素
养 

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赫特纳曾指出：“在理论的地理学以外，
还有一种美学的地理学”。经过长期构建的地理学，实际上已经
成为一门充满美学意意义的课程。地理涉及大量的自然美、社会
美、艺术美的内容。学生通过地理学习，可获得美的享受、美的
陶冶，从而培养审美的情趣与自身内在美的气质[2]。 

如：地理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就在于图象丰富，这又
为地理课堂的美育提供了特有的良好素材。在地理图象中，既有
景观图、地形图，又有示意图、统计图等等，这些图象的表现形
式，可以是图片、挂图，也可以是课本的插图、地图册，还可以
是教师的板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图象本身已具备了美的

特性，色彩的美，利用好地理图象，不但可以在地理课堂中进行
美育，而且可以使地理课堂变得生气盎然。 

三、冲破学生思维定势，构造新的人文理念 
老师在对学生进行授课的时候，应该冲突传统教育挂念的枷

锁，把教学的主体地位归还给学生，老师要清楚的意识到，老师
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给学生带来最好的学习体验，是处于从属地
位的。 

1、鼓励学生开动脑筋，大胆发言 
老师在给学生们进行授课的时候，要鼓励学生们大胆的说出

自己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偷偷的隐藏起来，在这样的情况
下，老师要抛弃以往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应该顺应教育理念发展
的趋势，构建出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3]。比如，老师可以在课堂
之上给学生们组织各种各样的辩论比赛，通过哪个地方有台风，
哪个地方发地震，哪个地方有洪灾、旱灾等等各类话题，让他们
对他们阐述对它们的认识，讲述利害得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
方面可以让学生们增强对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够让学生们
的想象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升，让学生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能够走出片面化的误区，变得更加的客观。另外，在学生们的激
烈讨论之中，也无形之中加深了学生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程
度，这对于培养学生们的地理人文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
用。 

2、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启发思维 
在学生们学习地理这门课程的时候，让学生们自己动手进行

操作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这样的学习形式，能够让学生们
的学习效果前进一大步[4]。比如，老师在给学生们讲解《地图》
这一节的内容的时候，前布置学生完成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图可激
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动机。课堂上针对学生路线图中的问题结
合“地图三要素”导学，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了，课后
再要求学生运用所学修正路线图，并向班主任汇报。学生们通过
以上的方式学习，不仅能够在学习之中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也启发了学生们的思维，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对学生的学习
具有诸多的好处。 

四、积极开展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除了教材以外，利用课外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样是人文素养培养的目标。
可以利用实践活动之机，让学生投身大自然，在真实中感受自然
美，在高山中感受其博大，在流水中感受灵动，在万物葱郁中感
受生机，这些触手可及的高山流水，明月清风，树木鱼鸟等，经
过教师的引导，学生的体验，自可唤醒学生潜藏的审美之心，培
养其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这样的体验，远比枯燥的“小
草也有生命”之类的简单警示有用得多。 

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课改的趋势下，在初中地理教学之中渗透进

入人文素养的培养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人文素养本身追求是无形
的，必须落实在课堂教学的一举一动中，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里。在地理教学中，只要教师首先树立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意
识，再采用适当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确引导，就
一定会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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