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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高中地理课堂任务型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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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务型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中的应用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创新学习方法，促进学习和应用，这是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的有效途径。本文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从课堂任务设计的角度探讨了任务型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中的应用。

关键词：地理课堂；任务型教学；实践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根据学生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形成过程的特点，科学设计地理教学过程，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在自然、社会
等真实情境中开展丰富多样的地理实践活动。”然而在传统教
学中，学生接受知识多是被动式的“师云亦云”，这种单向的
教学模式不仅使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淡薄，而且抑制了学生
的地理实践活动能力。

一、任务型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中的应用优势
（一）激发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

成为课堂主体是现代教学的发展趋势。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会
采用一些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如情境导入、模型展示、多媒体课件等。这些直观
的教学手段在使用过程中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主动
参与的意愿。然而并不能真正持续地抓住学生的“心”，当学
生注意力涣散时，课堂教学效率不甚理想。任务型教学中，教
师创设情境提出任务，引导学生抓住问题进行探究，让学生自
主深人课堂，整个过程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二）培养学习能力，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不应是知识由外而内的机械

式转移和传递，应是在实践参与下，学生自己主动建构知识
并获得地理技能。

例如，利用气旋、反气旋判断风向时，当堂反馈效果不
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情境型试题中答题错误率明显上
升。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借助“实时台风路径”虚拟技术，结合
台风过境前后变化的生活体验，完成包括观察台风的形成示
意、路径移动、记录并分析居住地的风向变化、所受的影响等
一系列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实现有关气旋和反气旋的天
气、气流、气压状况的知识建构，并收获灾害监测和防灾减灾
知识。整个学习过程立足台风线索，以任务活动为载体，以完
成任务为驱动力，让学生通过观察、体验、分析、总结，实现
知识的自主构建和行动能力的发展，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

二、任务型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中的实践应用
任务资源质量以及学生活动质量的高低影响着任务型教

学的实际效果，其中的关键一环在于课堂任务的设计和操作。
笔者结合教学实践，从课堂任务设计的角度探讨任务型教学
的实践应用。
（一）任务的可操作性
成功的任务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获得知识和技能，并能满

足学生对荣誉的精神需求。因此，课堂中的任务应具有较为
明确具体的目标，且要考虑学生是否能够完成。

例如，在高三一轮复习课“城市内涝”时，以“去武汉
看海”的“网络梗”设计问题解决型任务，在给出武汉市投
资 130 亿改善排水系统后却出现再次“看海”的情境，让学
生运用水循环原理简要说明武汉城市内涝的形成过程，再从
自然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武汉“遇雨则涝”的原因。在学生
提出观点后，结合“海绵城市”设计比较型高阶任务，让学
生通过比较分析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建设对城市水循环

的影响，并绘出两者的雨洪径流量变化示意图。层层递进，
让学生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台阶上探寻
地理原理和规律，任务完成时学习目标也水到渠成。
（二）过程的生成性
著名教育学家叶澜说：“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进的旅

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图景，而不是一
切都必须遵循固定线路而没有激情的行程。”

例如，在讲授“人口迁移的影响”时，人口老龄化城乡
倒置现象让学生讨论激烈，有学生问“年轻人都走了，农村
里有地无人种、有房无人住，再过十年二十年，小村庄会凋
敝消失吗？”在讨论完现实的社会问题后，教师适时推出任
务“结合社会实际说说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举措。”学生列举了
农村土地流转、新农村规划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发
展养老产业等措施，在此基础上教师再抛出“老龄化城乡差
距会越来越大吗？说出你的依据。”的创造型任务。从城乡经
济发展水平到出生率和人口流动，从城市化到逆城市化，生
生之间的“对白”“补白”拓展了思维的空间，培养了其高阶
思维能力，课堂更具活力。
（三）内容的生活化
任务资源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任务内容，任务内容就是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出需要学生操作的具体活动，既要能
吸引、驱动学生去“做”，又要紧扣教学目标。源于真实生活
的任务内容更能激发学生兴趣。

例如，在学生掌握“城市内涝”的原理后设计列举型任
务，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列举“城市内涝”的危害，并说明
防范上述灾害可采取的措施。在生活情境任务中，学生积极
思考回答，除了排水管网的建设、翁学研究教学参考 2019 年
第 7 期？下绿地湿地等城市规划外，还提出增强防涝减灾意
识，安全出行、文明彳面倒垃圾等生活常识。让学生从理论
走向实践，将所学知识和生活经验相结合，增强学生完成任
务的激情，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怀。

三、总结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更注重任务，面向项目，并结合创

造的情境提出任务，使学生在探究问题，抓住问题，提出问
题，产生问题时能够深入课堂。在生活的实际应用中，应尽
可能考虑课堂任务的设计，以及课堂学习和课堂生成的变化。
任务型教学侧重于探究性学习，以任务促进课堂发展，引导
学生积极学习问题，培养反思和感知能力，提高学生地理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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