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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地理教学中的思维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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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地理学科的思维能力既依赖于一定地理知识的掌握，又需要空间想象力。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应多方面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使学生在掌握了思维方法后建立纵横思维线索，并通过问题的解答、辩论、促进其思维能力并开发其思维潜能。

通过多方面的训练，使学生学会思考，喜欢思考，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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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个体潜在的
内在学习动因，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个体最大的创造力。笔者以地理学科教学为载体，充分调动
学生自身的内在学习动因，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实践中，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丰富感性认识，为思维打下良好基础
地理教学中思维能力的培养，即依赖于一定地理知识的

掌握，又需要一定的空间想向能力。思维能力的发展又赋予
学生对地理知识以认识上的深刻性，从而使知识的理解更为
透彻，应用更为灵活，联系更为广泛。本人在中学地理教学
过程中既注重传授知识，更重视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懂得运用知识，学会分析、比较、想象、
综合等思维方法，提高认识地理事象和人地间的相互关系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以问题为桥梁，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要求教师善于结合教材与学生

的实际，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提问要有层次、难易适度、
有趣味性，要提示学生如何去想，指出解题思路，引导学生
掌握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判断推理等思维方法。

1. 精心设问、引发兴趣，促使学生想象、发展思维。认
识客观事物常从问题开始，引导学生思考也需要精心设计问
题。教师精巧的设问，可激发学生的认知矛盾，使之产生浓
厚的兴趣，让学生愿意并积极思维，调动起储存的多样信息。
问题可以以掌握的知识为基础，但又不重复已见过的题目，
使学生觉得有可探究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会有兴趣，并认真
思考。例如考查学生东西半球划分的知识，与其问“东西半
球怎样划分 ?”不如改问“175° E 附近的惠灵顿是位于东半
球还是西半球 ?”因为前者只要求机械记忆，后者却要求学
生思考：175° E 虽属东经，但位于 160° E 以东，按习惯划分
已属西半球。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东西半球的划分，又懂得
经线、经度的具体运用。

2. 分析综合，由因导果、由果溯因，教会学生思维方
法。教师要对分析综合、比较、推理等逻辑思维方法进行举
例，要指出解题思路、引导学生思考。如北美气候类型教学，
根据课本文字和地图材料，提出：北回归线、北极圈分别通
过北美洲什么地方？北美在五带中主要位于哪个带、以什
么气候类型分布为主？热带雨林、萨瓦纳气候分布在何处？
40° N—60° N 地区属于什么风带、什么洋流流经大陆西岸、
对沿岸气候有何影响、该地区属何种气候类型？为什么北美
温带海洋性气候区没有西欧广阔？说出加拿大朱诺的纬度，
与我国黑龙江省的漠河相比，冬季哪个城市更冷？为什么？

三、精心设计问题，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教学中，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可以特意对

一些问题进行设计，以定向培养和训练学生创造性思维中的
某一方面的能力。

1. 通过引导学生转变看问题的角度，培养创造性思维的
灵活性。例如有学生问：“老师，你曾说过南海诸岛中，岛
屿都很小，而且尽是珊瑚礁”，“这样的岛还值得保卫吗”?
教师仅从岛屿本身去解释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但如果转换
一个角度来思考，学生就很容易接受了。根据“海洋法公
约”岛屿拥有与大陆一样的权利。可以围绕岛屿划定其领
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等各类管辖海域。据
海洋学家测算，一个面积为 2 平方千米的小岛，从围绕该
岛的领海基线起划定宽度为 12 海里的领海，则该小岛即
可拥有面积为 400 平方千米的领海海域，此外还有 12 海
里的毗连区及从领海基线起算宽度为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可想而知，为什么不能放弃哪怕是再小的看
似毫无价值的孤岛了。象这样把审视问题的角度进行变换
而使问题变得明了，极易锻炼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灵活性。 
2. 通过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同一问题，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的广阔性。同样是上面的小岛问题，教师在引导学生思考时，
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充分让学生理解其保卫的价值，小岛
作为国土的一部分，不仅具有主权意识（国防意义），而且具
有广阔的资源价值（海域内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品、鱼类
及其他生物），更具有开采捕捞形成的经济价值。

3. 通过引导学生转换问题形式，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深刻性。教学中最忌学生对问题浅尝则止，似懂非懂，一旦
碰到实际解题，就变得束手无策。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
就同一问题，从不同的形式引导学生加以思考判断，以培养
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4. 通过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独特
性。许多发明创造，最初往往源于想象，以往在人们看来似
乎异想天开，而今经过研究都一一成为现实，对于学生在课
堂中的一些突发奇想，作为教师首先应从保护的角度表示理
解，充分呵护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以培养学生思维的独
特性。

总之，思维是人类智力的核心，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知识面的拓宽，思维也逐步地从具体的感性思维向抽象的理
性思维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有非常大的影响，这
里借用某位名人的话说：“庸师向人奉送真理，名师则使人发
现真理”。“送鱼”固然鲜美可口，但终究是暂时的，而“赠
网”才是永久的，它促使你学会怎样捕鱼，并将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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