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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构建初中地理高效课堂 
◆谭代培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巴庙初级中学  陕西汉中  723604） 

 
摘要：步入初中，学生接触到的课程种类越来越多，地理也走进了他们

的视野。对于刚刚接触这门学科的初中生来说，打好知识和技能的扎实

基础，对于他们升入高中后的学习是十分有益的。但他们在开始学习时

的兴奋感和新鲜感很容易在长期枯燥的学习下逐渐丧失，因而利用多样

化的方法构建高效的地理课堂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结合初中地理课程

以及新课程标准理念，提出几点构建高效课堂的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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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效的地理课堂是学生快速吸收知识、完成任务的课堂，也

是教师提升自我教学能力的过程，这是一个师生共同进步的空
间。想要在原有基础上大幅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及效率，教师就要
对以往课堂上的问题进行总结，认识到阻碍学生积极学习，高效
学习的主要因素，走出误区。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是否对地理具备浓厚的学习兴趣，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要知道，打造高效课堂并非通过教师一人之力即可实现，
学生的配合尤为重要。以往，教师在课堂上自顾自的讲解，不关
注学生的兴趣点，只是提出强制性的学习“命令”，这不仅会激
发初中生的叛逆情绪，还会使他们在这样高压的学习氛围下对地
理这门学科产生抵触感。在这样的情绪下学习，任凭教师采用何
种优秀的教学方法，都是无法达成高效课堂的目标的。因此，激
发学生兴趣是打造高效地理课堂的第一步。教师要从初中生的兴
趣点出发，搜集一些能够抓住他们眼球的教学资源，与课内信息
进行综合，使学习的过程充满了趣味与未知，优化学生的学习体
验。例如，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依据学生喜欢观察图形的
特点，与学生一起欣赏美丽的图片，引导学生利用图文学习地理
知识，直观全面地了解某些地区的风土人情、地貌特征、气候特
点、经济发展等，帮助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系统的地理知识网
络体系。 

二、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高效课堂的构建必须满足一个 为基本的前提条件——学

生主体。如果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下，背诵教师为他们
准备好的理论内容，那么 终培养出的只是一些能够应付考试的
“学习机器”，不利于学生的素质发展，也无法落实和达成新课
程改革目标。因此，师生课堂地位的互换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又一
基础。 

例如，在教学初中地理《西北地区》时，本课中的教学目标
是使学生通过学习，掌握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分析本地区的草
场分布特点和主要地形，理解其气候变化特点和基本的农业、工
业模式，提升学生的地理看图能力和分析水平。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先在 PPT 上为学生展示一幅西北地区的地形图，
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各位同学，从图中你们可以看出我国
西北地区的基本地形特点是什么吗？为什么这个地区是这种地
形呢？这种地形下应该进行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什么呢？这种地
形对气候变化有什么样的影响？”等，指引学生根据这些问题去
阅读课本，在理解的基础上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1]。使学生发挥
自我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自主提出一些创新型的问题，即“在
西北地区这种地形的影响下，其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是什么样的
呢？”教师指导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提升
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三、引导学生合作探究 
合作讨论是自主学习以及显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另一种形式，

学生仍然作为课堂上的主角，只不过转换了一种学习的形式和方
法。合作探究目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流行”的教学模式，对
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发挥了明显作用。本
着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
发展转变的原则，善于挖掘教材中蕴含的、能引发共鸣的探索问

题，引导学生就此开展小组合作讨论、操作、交流等系列合作探
究活动，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不同观点的交锋，形成锐意创
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学会在探究和发现
中学习地理，在能动的参与和探究中自主获取地理知识[2]。比如，
在教学“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时，我们就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
后，设置了如下探究问题：①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的纬度位置有
什么特点？②为什么南极比北极更寒冷？③为什么把南极地区
称为“天然实验室”？④南极大陆地下有丰富的煤说明了什么？
组织学生对这些教学问题展开合作探究，就自然地将“讲堂”变
成了“学堂”，学生的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学生在“主动”中
发展，在“合作”中求知，在“探究”中创新，既促进了地理新
知识的增长，又切实体现了新课程“问题是教学的开端、主线和
归宿”的教学理念。 

四、开展课外实践活动 
在传统教学中，往往是教师在讲台上大篇幅地讲解概念和定

义，学生不断吸收知识信息并存储在大脑中，掌握大量理论知识。
为了构建高效地理课堂，地理教师除了要按照教学要求完成传授
课本知识的任务外，还应该为学生创造机会，开展有效的课外实
践活动，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有效应用于实践中，提高学生综合运
用能力。课外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为高效课
堂的构建创造积极的外部环境条件。  

比如，在学习“合理利用与保护水资源”一课后，学生对我
国水资源情况的了解更为深入，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资源观和
环境观，我给学生布置了如下课外调查任务：根据全班学生的居
住地点，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对本小区和附近社区的水资源使
用情况进行调查，看是否存在浪费水资源的情况和是否存在水资
源污染的情况，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
措施保护水资源。学生根据调查结果制作成表格或小论文，在课
堂上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这种课外实践活动不仅能帮助学生提高
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树立节约意识。 

五、结语 
初中地理高效课堂的构建是一门艺术，教师要将其发挥得淋

漓尽致，就必须在教学设计中融汇新课程理念，在课堂教学实践
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弘扬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独立
性。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在高效的课堂学习
中提高自我的地理知识水平和自身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蔡贵林.初中地理高效课堂的教学策略[J].学园，2014，

（3）：56-57.  
[2]钟宝英.构建初中地理高效课堂的探究和实践[J].新课

程・中学，2016，（1）：80-82.  
[3]刘昌敏.关于构建初中地理高效课堂的几点认识――以

地球和地球仪的教学实践为例[J].考试周刊，2016，（4）：
3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