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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地理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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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教学应是一种生动有趣的讲课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在教学内容、方法上要努力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浓厚兴

趣，地理教学工作者应认清并勇挑自己肩上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去学习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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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地理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中学阶段学生地理学习并不受重视，自然缺乏动力，学

习兴趣不浓，从而对地理课程缺乏求知若渴的学习态度。怎

样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让学生把课堂学习变得有效果、讲效

率和出效益，一直是中学地理教师探索的方向。提高课堂效

率，和教学的有效性也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二、精心设计好地理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首先，地理课堂教学要充分体现自主性和合作性。地理

课程中的教学内容需要学生互相合作帮助才能完成。我把每

节课的前五分钟变成了学生介绍地理事物、地理现象、地理

新闻的时间。这样做无形当中在潜移默化中增长了学生的地

理知识，同时学生自己讲地理知识的时候前期要去查找资料，

设计讲解的内容，对学生也是一个提高，学生自己讲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满足感，同时也可以很好的起到激发上课兴趣的

作用，非常有利于教师进行接下来的地理教学。教师在课堂

讲解教学的重点内容，把握最基本的知识。

其次，大力培养学生的读图、识图能力。从地图中获取

大量的地理信息，是地理学习的基本方法之一。除了文字以

外，尤其要重视图像的系统学习。地理课本中的各种地图构

成了一个“图像体系”。这些图像包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通

过学习这些图像可以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

最后，课后布置作业要科学合理，作业的设计从学生的

实际出发，布置地理作业时要注意照顾各个层次的学生，在

作业数量、难度和完成时间等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地理教

师还应适当给学生布置些实践性作业，让学生通过操作或参

与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完成作业。作业的内容、答题的形式以

及问题的答案均是开放或半开放的，从而达到开发学生思维，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目的。

三、大力开发校本课程，结合现实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学生对衣食住行、自然现象、现代

农业发展等地理知识兴趣特别浓厚，而现行地理课程在这些

方面却只有零散的一些简介而已，初中地理教师根据学生的

需求、兴趣，采用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校本内容进行教学补充，

如地理某个知识点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例如：初中地理教

师可以提供 2020年 6月 15日发生的“嫦娥四号”与“玉兔二
号”成功对接的热点背景材料，让学生进行四个步骤分析解决

问题：第一步，提取信息。从所给的材料中提取有用信息；第

二步，找到隐藏信息。把材料中和答题有关的隐藏信息找出

来；第三步：知识反馈。思考所问问题与书本上哪些知识点有

联系，这些知识点是什么；第四步，整合知识。把所给信息与

书本上的知识点进行整合，得出答案。校本课程素材的发掘，

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现行的国家课程的缺憾，更重要的是能够

把学生主体性集中在校本课程中进行细致有效的发挥，并留给

学生足够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素材，让学生能力得到充分的发

挥与发展，同时也为学校的特色建设提供了组件。

四、激发学生兴趣

心理学认为，好奇心是学生学习兴趣的内因之一。地理

知识内容丰富多彩，上至天文，下至地质，近及家乡，远及

全球。兴趣的培养离不开直观的教具和形象的语言，直观的

教具和形象的语言往往可以把复杂纷繁的地理事物由近及远、

由陌生变熟悉、由难于理解变得易于掌握，而科学的记忆方

法则可降低难度，增加学习的兴趣。比如：在讲解《巴西》

的热带雨林时可这样描述：热带雨林通过光合作用，不断吸

收二氧化碳，向大气中补充氧气。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所产

生的氧气，可占地球氧气供给量的 20%以上，故被称为“地

球之肺”。色彩鲜明的挂图，伴以形象生动的描述，给予学生

的已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动态的拟人化的情景，学生学

来有趣，记忆牢固。

在地理教学中要注意设疑，通过设疑带动学生的好奇心，

从而吸引学生对问题的兴趣。比如：在讲授“大陆漂移说”

时，可先提问“为什么在极其寒冷的南极大陆发现了只有在

暖湿环境下才能形成的巨大煤层？”，“为什么在炎热干燥的

非洲靠近赤道处，却发现了古代冰川的遗迹？”学生迫切想

知道答案，就必须认真听课，积极思考。思维被启动了，兴

趣也就得以巩固。

在新课程推进的今天，新课程的推进与开展是一个探索

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初中
地理教学工作者应认清并勇挑自己肩上的重任，不断提高自

身的综合素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方法和技艺，培养、

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大幅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去学习和探索。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方法，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学

习意识和能力， 为培养大批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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