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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地理课堂教学导入策略 
◆杜  洁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大河初中） 

 
摘要：课堂导入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可以从教学一开始就牢牢

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地理教学中常用的导入

方法有借助图片导入法、温故知新导入法、创设情境导入法、联系时事

导入法、设置悬念导入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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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特级教师于漪曾说过：“一节课的导入就是这节课的
第一重锤，这第一重锤要敲在学生的心灵上，激起他们思维的火
花，好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牢牢地吸引住。”在初中地理教学中，
课堂导入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教师要不断优化导入方法，
从而使课堂导入能够真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深入探
究，以为全面提升学生的地理学习效果服务。下面笔者主要结合
教学实践就地理教学中常用的导入方法进行探析。  

一、联系生活导入法  
学生是带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来参与教学的，这些生活经验是

学生学习的宝贵的资源。我们要将地理知识与学生所熟悉的生活
事物与生活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以学生所熟悉的事物来拉近学生
与地理学习的距离，使学生充分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与生活经验
来学习新知。这样的导入既可以增强学生对地理学习的亲切感，
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到了地理学习与
生活的联系，使学生深刻体会到了知识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
活，增强了学生从生活中提取地理信息的能力与用所学知识来解
释生活问题服务生活的意识，使学生真正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如
在学习“面向海洋的开放地区——珠江三角洲”这一内容时，在
上课伊始，我为学生播放歌曲《春天的故事》，许多学生都非常
熟悉这首歌曲，他们都跟着哼唱起来，一首歌曲播放完毕，学生
深受歌曲的感染，处于亢奋状态中，此时我让学生思考：歌曲中
所唱的老人是谁？他在哪里画的圈？包括哪些城市？学生从来
没有思考过这首歌曲与地理知识有什么关系，这首歌究竟包含了
哪些地理信息，这样学生在优美的歌声的感染下顺利地进入了新
知的主动探究中。 

二、复习旧知识导入新课  
复习不是为了修补倒塌的建筑物，而是添建一层新的楼房。

古语说：“温故而知新”由复习旧课导入新课是最常用的方法，
有利于知识间的衔接。通过提问和新课内容密切相关的已经学过
的知识进行复习，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过渡到新课也就十分自然。
如讲“黄河”一课时，我们可以这样导入：提问:“长江在我国
的地位如何？”学生能立即回答：“是我国的第一大河。”然后再
接着提问：“为什么是我国的第一大河？”学生回答：“长江的长
度、流域面积、通过河口入海的年径流量均为全国第一。”最后
再问“黄河在我国的地位怎样？”学生几乎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这时应抓住机会，指出学生概念和
判断中的错误，顺理成章地转入讲授新课。通过出示黄河的长度、
流域面积、和入海的年径流量并与我国的主要河流作比较，得出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长河。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也可创设情景，让学
生来做“小老师”，提出有关旧知识进行新课导入。这样既可以
复习旧知识，也可以顺利导入新课，还能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
各种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三、事例分析、吸引学生注意力  
事例分析法是提供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生活事例，让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讨论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的导入方法。这种方
法与传统的质疑法同样是教师提出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
学生思考。所不同的是，事例法不是简单的问答，而是通过问题
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用已学知识去分析具体的现实事例，得出结
论，获得新的知识。而事例往往由我们的生活中而来，运用知识
解决现实问题，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求知欲由潜
伏状态转入活跃状态，有力地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其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教师在课堂上

的引导，师生、学生间质疑反驳，能有效地提高其思维与表达能
力。例如在讲授"中国的商业"这一内容时，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
把下列地点的商业活动排序：一般交易场所--东门批发市场--
南山广场，并说明理由。几个地点是每个学生都非常熟悉的，通
过生活经验，彼此补充可以得出正确结果，并初步了解影响商业
中心的可能因素。随后，让学生讨论分析一般交易场所与南山广
场购物中心哪个规模大，顾客多，生意兴隆，并说明原因。答案
很明确，南山广场购物中心较大。但原因是什么，各人有不同观
点，在相互争论中，老师穿插点拨，最后形成共识，从而很好地
掌握了"大型商业中心形成的条件"这一本来枯燥无味的知识点。
运用事例分析法，一方面要选择学生熟悉的事例，容易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形成热烈讨论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引
导，既不能代替学生说出答案，也不能放任自流，使讨论不着边
际，而是要引导他们朝设定目标前进。 

四、设置悬念导入法  
学贵有疑。在初中地理教学的导入环节，教师如能采取设置

悬念的方法，必将可以极大调动学生的探究兴趣，激发学生对未
知事物的渴望，从而为学生新知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如在教
学人教版地理《多变的天气》一课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笔者是这样导入的：“同学们，每逢夏日，天气总是变化多端，
刚才还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转眼就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样的课堂导入充满悬念，又扣
人心弦，使人不由地产生探究新知的渴望。如此一来，在接下来
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定会更集中，听课也会更认真，教
学效果自然也更好。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根据学习内容的需要，
教师主要采取了悬念导入的方法。有了疑问作为基础，学生在探
究学习时学习目标会更明确，自然提高了地理课堂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地理课堂导入的方法还有许多，关键在于教师能
够根据课堂教学实际以及学生特点，因需而用，从而使课堂导入
真正起到其应有的效果，实现高效课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