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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地理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兴趣 
◆周  帅 

（保定市满城区实验中学） 

 
摘要：随着新课改理念的不断深入，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对地理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根据教学实践，总结出了

几点教学认识，以便更好的进行地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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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个体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并在其中产
生积极情绪体验的心理倾向，也是人才成长的起点。学习兴趣是
指学生对学习活动产生的心理上的爱好和追求的倾向。在实践
中，兴趣对人的活动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旦对学习发生兴
趣，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浓厚的兴趣将是人们
刻苦钻研、勇于攻关的强大动力。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地理
的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一、教师授课时要有良好的教学艺术 
在教学中，教师富有哲理的幽默，能深深地感染和吸引学生，

使自己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 
1、生动风趣，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是一门语

言艺术，语言应体现出机智和俏皮。课前，教师要进行自我心理
调整，这样在课堂上才能有声有色，才能带着愉悦的心情传授知
识，从而使学生受到感染。事实表明，教师风趣的语言艺术，能
赢得学生的喜爱、信赖和敬佩，从而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即
产生所谓"爱屋及乌"的效应。 

2、教师授课时，要有丰富的情感，从而激励学生的学习情
趣。丰富的情感，是课堂教学语言艺术的运用，也是教师道德情
操的要求。一个教态自然的优秀教师，走进课堂应满脸笑容，每
字每句都对学生有一种热情的期望。大多数学生的进步都是从任
课教师的期望中产生的。富有情感色彩的课堂教学，能激起学生
相应的情感体验，能增强他们的理智感，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能使他们更好地感受和理解教材。 

教学一方面是进行认知性学习，另一方面是情感交流，两者
结合得好能使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把智力活动由最初简单的兴
趣，引向热情而紧张的思考。所以教师要热爱学生，消除学生对
老师的恐惧心理。当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融洽、和谐、轻松、愉
快的人际关系时，就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指导
学生改进学习方法，让学生在地理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教师授
课时的语言、声调、动作要富有感染力。准确的措词、生动的语
言、形象的描绘、柔和的声调、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表情融为一体，
可使学生在 45 分钟内不仅学到地理知识，而且还有一种美的享
受。在对地理概念、地理现象和地理规律进行叙述时，要做到抑
扬顿挫，声音的高低、发音的长短、感情的运用等，都要求教师
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精心设计。 

二、充分利用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兴趣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初中学生的思维水平、情感

特征和心理特点，创设一些情景教学，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充
分调动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地理教学的效果。浓厚
的兴趣将是学生刻苦钻研、勇于攻关的强大动力。学生只有对地
理学科感兴趣，才能学好、用好地理。        

1、问题情境：教师要紧紧抓住中学生好奇心这一心理特征，
通过讲故事、生活实例提出一些有新意有思考的问题，进行启发
引导，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 

2、现代媒体情境：用直观的视频教学，包括文字、声音、
影像等形象逼真，声情并茂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兴趣，对培养和提
高学习的主动性大有提高。通过教学实践，我们知道教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创设情境，提出一些与课文有关的有启发
性的问题，播放直观的视频；将学生引入情境之中，容易激发起
学习的动机，培养学习兴趣。 

三、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巩固学生的兴趣 
有个别学生在学习中看到自己不喜欢的老师上课，就产生一

些对学习不认真、不想学、厌学的情绪。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方

法去改变这样的情况，让他们自己主动的加入到这门学科中。首
先，教师要知道，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教学过程不但是
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在地理课堂教学中
可以有效的发掘情感的积极因素，促使学生对地理知识的追求、
渴望和满足。 

1、民主平等的情感氛围。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和谐愉快的课
堂教学气氛是学生敢于参与的先决条件。学生只有在不感到压力
的情况下，在自己喜爱所教老师的前提下，才会乐于学习。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教师要放下架
子，与学生多沟通，跟他们交朋友，在生活上、学习上都关心他
们，从而激起他们对老师的爱，对地理的爱；第二、教学要平等，
要面向全体学生施教，不能偏爱一部分人，而对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却漠不关心。 

2、正确评价学生。学生学习的态度、情绪、心境与教师对
学生的评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
许多学生积极思考问题，争取发言，当他们的某个思路或方法被
老师肯定后，从学生的眼神和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得到了极大
的满足，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反复钻研、探讨，可见教师
正确的评价也是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重要因素。教师一句赞
赏的话，就缓和了学生的心理压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给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学生的兴趣 
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获取承认、取得成功的愿望和需

要。成功时，会情绪高昂、兴趣倍增；多次努力仍然失败时。就
会产生畏难情绪，影响积极性。其实，中学生感到学地理难并不
都是学生的智力问题，相比之下，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更大。因此，
给学生创造一个成功的机会，是提高学生学习情绪的一种有效方
法。 

在教学中，可以结合教材和学生实际，设置教学内容的层次
与梯度、适应学生的智力发展创设更多的条件让每个学生都能取
得学习上的成功，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例如在布置作业时，
要根据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层次的题目，使不同层
次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在每单元授课完后，要认真进行
单元归类复习，精心设计测试题，对于较难的题目在复习时可进
行一些暗示，对差班甚至不惜"漏题"，使他们在复习时具有针对
性，在测试时获得一定的成功，从而激发和巩固他们的学习兴趣。 

总之，在地理教学中，教师的解颐笑语，有深入浅出、"雅
俗共赏"、智中见志的特点和功能；生动有趣的实验，把"外在"
的信息，即地理课题以新奇的方式揭示在学生面前，能使课堂气
氛活跃，引人入胜，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乐趣中获得
知识，巩固知识。这样的教学方法，无疑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