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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教师打造高中地理有效课堂的对策研究 
◆何吉琴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第二中学） 

 
摘要：年轻教师富有激情，但缺乏经验，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如教学以自己为主体，忽视以生为本的理念；教学着重于教材

知识，脱离生活实际；评价方式单一，只注重结果；教学媒体应用不够

充分，现代化程度不高等。为了更好地打造自己的高中地理有效课堂，

他们应改正这些不足之处。文章对症下药，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年轻教师

打造高中地理有效课堂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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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换传统的师生角色，以学生为主体 
新课标要求教学相长，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只能做教学的引

导者。所以，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年轻教师要转变以前“填鸭式”
的教法，由以前教师的“一言堂”变为学生共同学习的指导者、
合作者，让学生主动地探究学习。例如在学习“农业区位因素与
农业地域类型”时，可将当地农业生产的具体材料提供给学生，
分组让学生作为各乡镇代表来介绍自己的农业现状，说出自己的
农业发展优势，并明确自己农业发展的限制条件及解决措施，客
观点评对方的简介。这样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会主动地
探讨这些问题，课堂参与度大大提高。当然教师首先要把握学生
应该思考的方向，避免出现因探讨的范围太广而跑题万里的情
况。这能让学生学会从不同维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也能加深学生
对当地自然与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的了解，培养家乡的自豪感与民
族的认同感。再如在复习《世界地理》时，因为初中学过该知识，
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为高中复习奠定了基础。所以教师可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首先让学生花费一到两课时自学，并
且提醒学生要有地图，做到图文结合，然后让学生分组派代表上
讲台介绍这一区域，其他学生在认真听课的同时还要“找碴”，
最后教师总结点评。这样符合以生为本的理念，注重了对学生空
间定位能力、画图读图能力及专业表述能力的培养。 

二、跳出教材的樊笼，贴近生活实际 
年轻教师在教学时要多引用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案例，让学生

掌握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知识，学会用“地理”的眼光观察周边的
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积极性。比如在学习“土地荒漠化的
危害与防治”时，可向学生提问“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否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能否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呢？”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
学生积极地会列举出当地的环境问题，并提出一些合情合理的建
议，教师也可鼓励学生将其整理成文章提交给相关部门，为当地
发展出谋划策。又如在讲解“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时，为了让学
生能更准确地理解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表现，教师可让学生以小组

讨论的形式说出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征，包括水文、气候、地
貌、植被、土壤等要素。然后思考如下问题：当其中的某一个要
素发生变化时，会不会对其他要素造成影响？有哪些影响？让学
生运用已学的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既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又对地理知识进行了拓展延伸，从
而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三、优化评价方式，使其走向多元化 
在教学中，年轻教师要依据《地理新课程标准》，优化对学

生的学习评价方式，不仅了解课堂内知识的掌握情况，关注学习
效果，还须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注重学习过程。
如：是否认真思考，小组探讨是否积极，能否虚心接受别人的建
议，有无组织能力与合作创新精神等。有的学生解法比较独特、
简易，有的学生上课思维活跃、敢于打破常规等，教师要结合这
些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同时还需转变教师“一言堂”的单一形
式，让学生参与评价，将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小组共评与教师
评价相结合，使地理评价变为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其在评价中不断进步，真正使评价
成为学生发展的“助力泵”。 如在作业批改方面，教师要关注每
一位学生的作业情况，多写关怀鼓励性的批语，将“打等级”的
评价方法改为画笑脸，让评价更人性化。 

四、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资源 
年轻教师要经常使用电子白板与展台，充分发挥多媒体等现

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展示地理知识的全面性。根据教学的需要，
发挥多媒体充足的表现力，将教材里的插图由静态的平面图变成
动态的立体图，再加入视频、背景音乐、动画、解说词等要素，
使枯燥的地图变得更生动、更充实、更具吸引力。例如：在地质
构造教学时，教师要将教材里的《地质构造图》制作成多媒体课
件，让岩层水平受力弯曲变形，形成背斜与向斜，岩层断裂位移，
形成地垒与地堑的现象生动地呈现在学生眼前。在《大气运动》
教学中，把大气的受热过程、热力环流、三圈环流、季风环流与
天气系统制作成三维动画的形式，来模拟大气的运动状况，让学
生更加直观地去理解大气的运动，还有地球的运动、海水的运动、
地壳物质的循环等知识都可以利用多媒体制作成动画的形式，将
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更能吸引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掌
握这些高中地理的重难点知识。 

总之年轻教师可以从以上四方面来打造自己的高中地理有
效课堂，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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