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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诗文激趣在高效课堂中的应用 
◆何建利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西街中学  陕西宝鸡） 

 
地理学是一门知识内容丰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地理与我

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地理知识就在我们身边。从衣食住行、
旅游观光，到国际交流合作，都要有一定的地理知识；从天气变
化、自然灾害的发生、战乱，到每天收看的报纸、广播、电视等，

主要、涉及信息量 多的还是地理知识。那么，如何才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呢？作为老师，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顺利完
成教育教学任务，除了要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融洽和谐的师生关
系外，我认为把诗文欣赏与地理教学结合起来，就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一、巧设意境，调动学生积极思维。 
孔子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著名心

理学家皮亚杰在《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中曾说过：所有智力
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兴趣是 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主动
学习、积极思维、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在地理教学中，巧设意
境，把诗文欣赏与地理教学结合起来，就能调动学生积极思维，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地球的运动》一节教学中，先从毛泽
东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导入教学，借助形
象生动的诗文描述，学生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继而产生疑问
“为什么会坐地日行八万里”，在老师的点拨下，学生立刻就会
明白：原来地球是运动的。再让学生比较“坐地日行八万里”中
的“坐”、“行”二字，分析说明静坐不动的人为什么一天能“跑”
八万里？人人积极参与讨论，结论会在学生的争论过程中产生。
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的体现。通
过讨论和教师的指导，学生不仅可以牢牢记住地球的赤道周长是
八万里，还可以知道地球是运动的，且自转周期为一天。这在巩
固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宇宙是
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 

二、理论联系实际，使教学难点简单化。 
教学中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不仅让学生能容易理解，增加

教学的趣味性，也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果。陆地自然带的知识学
习，对学生来讲比较抽象、难理解，选择一些切近生活的诗句来
说明，情况就会改变。如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来说
明山地的垂直分异规律，抽象的理论就会立刻变得直观起来。即
随着地势的升高，从山麓到山顶，水热条件发生了变化，自然景
观也相应的呈现出垂直分异规律。再利用学生在郊游或爬山时对
这一现象的观察，让学生用自己的观点加以阐述，经过对照—分
析—辩论—总结，教学难点得以易化，知识理解得以升华。在讲
述纬度地带分异规律时，可以用“才从塞北踏冰雪，又向江南看
杏花”这句诗词引入，使学生会一下子明白，自然景观的差异，
是由于纬度的差异引起的，纬度的差异会引起热量的差异，从而

得出结论：影响纬度地带分异规律的因素是热量。再如，在讲述
地形对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时，利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
导入新课，并分析其原因，说明古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叹，是因为
当时科技不发达，自然条件中的地形因素是影响人类活动的决定
性因素，因而便有了这千古名句。这样导入新课，会使学生很容
易理解地形成为影响交通线路分布的 突出的因素。 

三、通过诗文欣赏，陶冶学生情趣，激发学生了解自然奥秘
的热情。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和“五原春色旧来迟，
二月垂杨未挂丝”，虽然都是描写农历二月，但景象却大不相同：
江南已是万物吐绿，百鸟鸣唱,杨柳吐绿；相反，地处边陲的内
蒙古五原县，却春风未度，嫩芽待发，依然处在空寂、萧条的残
冬之中。反差强烈的诗句对比，使学生从古代文人的妙笔之下，
了解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奇妙莫测，激发了学生热爱大自然、
强烈渴求探寻自然奥秘的热情。通过诗句对比，学生可以掌握我
国南北春季来临的时间各有早晚，在同一时间气候互有差异。在
赏析诗文的基础上，再分析影响我国气候的因素，学生的注意力
会更集中，思维更活跃，掌握知识的效果会更好。课后，可结合
当地的气候特征留出思考题，启发学生通过赏析诗文巩固知识，
把教学效果推向高潮。 

四、通过诗文欣赏，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各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环境的整体性

特征。因此，分析解决地理问题必须综合考虑。如：由于路途遥
远，山岭阻隔，于是“春风（夏季风）不度玉门关”，使得大西
北难以沐浴到夏季风带来的雨露，结果就出现了“大漠孤烟直”、
“平沙万里绝人烟”的广袤沙漠。这说明位置、地形等环境要素
对气候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各自然环境要素之间相互联
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系统。借此向学生说明自然地
理环境的整体性，使学生明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有综合
的考虑和对策，因为资源开发利用改变了某一种自然资源或地理
环境中的某种要素，这必然要影响到周围的其他环境要素。由此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杰罗姆•布卢纳说过：“学习的 好刺
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底蕴厚重的中国诗词，不愧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为地理教学提供了大量的辅助材料，使地
理教学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新颖、活泼。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诗文欣赏，不仅增加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提高了课堂效率，学生也能轻松愉快的学会地理知识。
只要我们合理的摘选素材，精心设计，恰当安排，这种教学辅助
手段一定会对地理教学增色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