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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学生利用地理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的地理学习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高中地理教师要善于组织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技能；引入生活化案例，辅助知识解读；设计调研活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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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为深化地理学科
考试内容改革、完善考试评价体系形式指明了方向。《地理课
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地理课程的总目标是通过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培养，从地理教育的角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教学理念保守，教学模式老旧
据了解，在实际地理教学活动中，依然有部分地理教师

的教学思想沉浸于应试教学中，在课堂上无法凸显学生的主
体地位，有时候会经常出现在讲台上“自问自答”的情况，
这种老旧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枯燥、乏味，对地
理知识难以产生兴趣，每天机械式地学习，失去新鲜感。由
于高中阶段学习压力大、精神紧张，教师会将讲授节奏逐渐
加快，重视学习的速度，却忽视学习质量，缺乏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导致课堂教学效率难以提升。

（二）课堂学习被动，缺乏主动参与
众所周知，高中阶段是学生最关键的时期，高考这一仗

决定学生今后的命运，其重要性不可低估，中学生在此期间
顶着重大的压力和学习负担，每天与时间抗战“你追我赶”，
将重心基本都放在文化课以及自身短板上，对地理学习的兴
趣越来越渺小，尤其涉及地理知识中的实践能力时，对地理
知识的挖掘和探索，以及学生自身主动思考和体验的机会也
越来越少，在课堂上始终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因此，地理
教师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打
造具有兴趣感、吸引力的地理课堂，使学生们能够积极主动
参与到学习之中，同时提高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和积极参与
的思想意识。

（三）学生缺乏兴趣感
以往传统教学模式的单一化，使学生在课堂上过于被动，

学生们感到学习地理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涉及很多理论
知识，还有很多的地名以及专业术语，感到非常厌烦。高中
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经常考试，“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
句话一直在学生的口中流传，为了达到理想的分数，学生们
通常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应付考试，只要能够提高学习成
绩，这种机械式学习不是没有效率，导致学生逐渐对地理学
科失去兴趣。

二、核心素养下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策略
（一）组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技能
师生互动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还能调动其主动学习的动力［2］。同时，通过师生互动，教
师能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其制订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
因此，教师必须营造良好的互动学习氛围，促进学生更好地
学习地理知识。

例如，在教学“人口”一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作为
“考察员”到社区里对人口问题开展调查活动。在活动中，学
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显著提高了实践能力。地理知识源于

生活，并服务于生活。教师组织实践活动，能够加深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理解，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二）引入生活化案例，辅助知识解读
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一些有代表性的生活

化案例，辅助学生解读知识，推动教学的顺利开展。很多地
理知识在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和体现，教师要善于捕捉生活
案例，将其整理并纳入教学资源中，从而实现对地理教学的
创新。教师在引入生活化案例后，可以为学生设计相关的思
考题，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在提高学生思考能力
的同时，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深刻的印象，提高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

（三）设计调研活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调研活动，让学生自主进养，

又是“大课堂”教学的最终目标。
比如容易让很多学生产生“为什么我国水稻种植的条件

有肥沃的土壤和深厚的土层而我国南方山区的地带性土壤却
多数是贫瘠的红壤”疑问就是在“季风水田农业”的教学中
产生的。那么，为什么梯田适合南方丘陵地区的水稻种植 ? 
什么是洪水灌溉 ? 水稻种植的特点为什么又是小农经济呢 ? 
学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学生没有体验过这些，
少了基本的生活体验和地理意识，假如学生有接触过这些东
西，这些问题就会变得直观而且具体。但是现在的学生，大
多数来自农村的都没有从事过农事，这样就更不用说是那些
来城市的学生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暑假期间组织高中
文科生到梯田上参与“梯田绿韵游”。了解等高线，绘制等高
线图，感知梯田内的水稻土和梯田外的红壤。仲夏时节正值
晚稻播种时期和早稻收割时期，正巧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区位
条件和生长特点对水稻种植的影响。

三、结束语
将高中地理指向核心素养的培养，促进高中地理向深层

教学发展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深度教学理念必将改
变地理的应试教育，真实的情境将激励学生发挥自身潜力，
探究地理知识，帮助教师深层思考地理教学的意义，优化教
师的教学思维，发展学生的综合思维。当然，深度教学在高
中地理教学的推动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学策略在课
堂中的有效使用有待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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