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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关于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徐康宁 

（湖南省新宁县第四中学） 

 
摘要：德育是中国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响并贯穿人们一生。

初中地理是学生面临的一门科学性学科，知识性丰富、实用性强，为学

生增长了见识，减少了局限于生活的区域性。新课改后初中地理教学随

之做出了改变，德育教育也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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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将德育融入到初中地理教学中，多
层次、多角度进行设计讲解。让原本单一的地理内容从书本化变
得具有人文气息。增加了地理学科在学生和家长中的重视程度。
将书本中的地理知识融入德育内容，调动学生在上课时的积极
性，提高对地理知识的探索，增长自身内涵，增加师生间的情感
交流，产生共鸣，实现教育目标。 

一、将爱国情怀融入到地理教学中 
中国版图在世界板块中占有重要比重，疆域辽阔是每个中国

人的骄傲。但人均物资相对匮乏。使得中国地理出现好与劣的双
面性。地理教学中，对于中国地理优势、自然资源分布情况、环
境特点等优势方面学习会让学生对民族产生自信，从内心向外发
散对中国的自豪之情。尤其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进行对比，出现
明显优劣势时这种自豪之情溢于言表[1]。教师要在课程教学中加
入德育内容，让学生产生辩证的思维，具有危机意识，激发深藏
在内心的责任感和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感。例如，“长江发源于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等内容进
行教学时，学生在了解到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时内心充满了对长
江的喜爱和崇敬，此时教师要辩证的引入长江在世界河流中的排
名，即世界第三长河。让学生在充满自豪的同时对国际情况有所
了解，理性看待长江的排名，思索地理知识的重要性，对爱国情
怀进行很好的释放，并建立良好的认知。 

二、将科学发展观融入到地理形势教学中 
地理知识中关于资源、人口、环境、教育始终围绕在一个系

统的线条下。在这条主线下生成很多细小的支线，相关知识沿着
这些线逐一向横纵向展开。科学发展观是德育中的重要体现，改
革开放至今国家所宣导的社会发展观中对其多有提及，在地理教
学中将其融入不仅增加了课堂的实用性，更带动了课堂氛围[2]。
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例如，教师在讲授“森林资源现状”
时可以将森林资源种类、本国森林资源概况、分布情况通过幻灯
片的方式进行展示讲解，在吸引学生眼球的同时引发学生思考生
活中有哪些属于森林资源，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体验，并组织学生
小组讨论，将所陈述的问题一一罗列，在结合现实提出问题让学
生思考和讨论这些生活物品的诞生和应用对森林资源产生了哪
些影响，这些影响是否严重，能否让森林资源循环再生，将学生
提出的结果再次一一罗列。接着教师与学生一起对这两种结论进
行梳理，科学的看待滥砍滥伐、生态循环、荒地形成等地理知识。
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教学使学生在看待地理问题时能够思维活
跃，产生验证性思索，使学生增强了对科学发展观的好奇，间接

的培养了学生的优秀气质。 
三、多种形式教学，多样性渗透德育 
现代初中地理知识的讲授已不再是传统讲授时采用面对面，

老师口述学生听的状态了。教学方式多样而丰富，是教学中的主
流趋势。初中地理作为科学性强的学科，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教学设计。多媒体应用、学生自主搜寻材料、
情景展示等都是很好的方法[3]。例如，针对地理课程的特殊性，
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在进行地理课程时让他们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辩证探讨，这样增加了学生间的交流和对地理的理解。再
例如，为学生设立一个主题，让学生在课前自主进行准备，然后
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得出一部分结果，老师再根据得
出的这些结论进行地理课堂验证和实景模拟展示验证学生的观
点，这样不仅尊重了学生的发展意识，同样帮助其梳理了学习道
路上的问题点。 

根据地理学科和德育教育的内容，教师还可以通过举办知识
问答等方法活跃地理课程的德育教育氛围。教学前教师将知识点
制作成竞答小卡片，在班级中进行分组，哪组答出的题目多哪组
优胜，优胜组要给予奖励，并让其选派代表上台讲解相关地理知
识。从互动中增加学生的德育行为。或者可以寻找一些辩论性的
话题，让学生提前搜索材料后，在课堂上将其分组进行正反方的
辩论，几轮过后教师针对辩论得出的几条结论，进行梳理、验证，
得出 终结论，并和学生一起查看是否全面，若不全面将其补充
完整。这也是用实际教学方式对德育教育进行学习。 

地理学科不仅具有科学性，其内容的复杂和知识面广也是一
个普遍认知。教师在进行教学前要充实好自身的地理知识，不要
局限在教材内，将眼光放远扩大知识圈。在课堂上积极鼓励学生
提问，对其提出的问题大胆假设，然后将其转化到地理知识上进
行解答。让学生感受到学科的魅力，对地理产生浓厚的兴趣，从
而喜爱教师，愿意与教师进行交流。此时教师将德育教育适时引
入带动学生进行学习和思索，并连续锻炼，培养其良好的行为习
惯、道德品质。 

结束语 
教育以树德育人主，初中地理教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

分。教师在教学中要不断强化自身，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将德育
教育良好的渗透到课堂当中。以身作则，带动学生思索、感受、
学习、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德育教育的渗透不仅需要宣传力度
的加强，地理教学中也需要教师和学生良性的配合才能达到理想
的教育效果,形成具有德育教育的初中地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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