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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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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是学生人生中十分重要的成长阶段，核心素养下的地理课程教学要将初中生的长远发展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

所以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现阶段的认知规律，保障教学的科学性。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趣味十足的

教学方法，并通过这些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地理核心素养的吸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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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ior high school is a very important growth stage in students’ life. The geography course teaching under the core literacy 
should tak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main goal of teaching.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the cognitive laws of students at this stage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eaching. In actual teaching， 
teachers can design some interes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use these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absorption efficiency of students’ 
geographic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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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阶段的教学中，要想有效地培养初中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就要对课程教学的多个环节进行调整和改善，充分
整合教学过程中的各项资源，并且充分发挥教学的灵活性。
而且随着新课标教学要求的提出，初中阶段的地理课程教学
的目标和方向也变得更加明确，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着重
培养初中生的综合思维和实践能力，以促进初中生的全面发
展。本文基于这一主题，先简单说明了初中地理学科的核心
素养，而后重点分析了核心素养在初中地理中的培养策略。

一、初中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的各种观念和
培养学生获得知识、技能的综合品质和素养。地理学科的核
心素养主要分为四个大点，第一点是人的协调观，是通过课
程的学习让初中生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
系，使初中生了解到当前的生态环保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需要学习保护自然资源。第二点是综合思维，是让学生可以
综合和系统地看待和认识一个事物，而综合思维又可以分为
要素综合、空间综合和时间综合，在课程学习中，教师应锻
炼学生的综合思维，使学生逐步养成全局思考的意识。第三
点是区域认知，也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内容，需要学
生对不同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和人文都有所了解，
并且具备分析区域问题的能力。第四点是地理实践力，则是
服务于地理课程教学的一种重要的品质和能力。因为地理课
程与实际生活有较强的联系，学科本身就具备较强的实践性，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开展各种动手操作的实践活动，
以此让学生更好地观察、理解和分析地理环境。

二、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重视培养初中生的综合思维

在初中地理课程教学中，深化学生的综合思维发展在教

学过程中十分重要，并且综合思维也是地理核心素养中的重
要内容。所以在开展地理课程教学的时候，需要教师有效地
引导初中生逐步养成类比、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等相关的学
习技能。培养初中生的综合思维，不仅是为了有效地提升地
理课程学习的效率和质量，也是为了学生未来的长足发展。
因为地理学科的很多知识点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在解决实
际问题的时候要运用的各种知识点较为分散，学生如果不发
展综合思维，在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考虑就不够全面，最后
影响了最终结果的准确率。所以在初中地理课程的教学中，
教师要确保综合思维教学可以落到实处，增强课程教学中综
合思维的教学角度的引导，使初中生可以养成结合具体问题
进行综合分析的习惯，通过发展初中生的综合思维实现培养
初中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现阶段的教育强调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终身成长奠定好
基础和保障，因此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重点和核心。
而就初中地理学科学科特征和学科需求来看，教师要在实践
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合性思维，让学生在问题分
析的过程中可以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做出综合性的考量和判
断，以此为基础既强化了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建构学生的
学科自信，同时在实践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培育了学生的学科
素养。教师在思维培育的过程中要关注这一点，并且结合教
学内容和初中阶段受教育主体特征作出针对性的调整，对学
生的思维和能力进行有效的培养。

（二）重视培养初中生的实践能力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传统的教学方式发生改变，学生成
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学生有自学的能
力，教师更多的是对学生的引导，让学生通过对知识的探索
获得新的知识。另外，基于培养初中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需要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增强初中生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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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学生实践能力的增强也可以间接地增强学生的观察和分
析能力，也可以借助动手操作的契机逐步培养初中生独立思
考的习惯，从而促进初中生的发展，当然这也是提升初中生
学科素养的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也可以通过增强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激发初中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初中生的自主性
可以在课程学习中得到充分发挥，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
理解能力。

比如，在教学“交通运输”一课时，这节课的主要教学
内容包括当代社会常用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和作用，
还要初中生了解世界重要的几条远洋航线。基于培养初中生
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在课程教学前的预习阶段，教师通过
导学案的形式让学生展开实践活动。由于这节课主题是交通，
其导学案上就有关于学生实际生活中最常用的几种运输的方
式和特点，需要学生深入实际生活中获取最真实的数据和信
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对这节课所学的内
容已经具备较强的理解能力，当课堂教学开始的时候，学生
已经具备一定的分析和理解能力，不仅保障了课程教学的质
量，还强化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和
分析的习惯，有利于初中生的未来发展。

（三）借助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其教学过程中的多媒体技术
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想培
养初中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完成
教学目的。在以往信息技术尚未完全发展起来前，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主要依靠教材。在以往的初中地理学科教学中，其
延伸性教学比较有限，学生获取学习资料的渠道较为单一，
因为有效的信息获取较少，导致初中生的思维和视野发展也
受到影响。但是在信息化的发展背景下，教师可以在教学中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越性能，教会学生如何使用信息技术
获取自己想要的学习，拓宽学习资源获取的渠道。同时，教
师还可以借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教学情境，使学
生对教学中的内容产生更浓厚的学习兴趣。由此可知，在初
中地理课程教学中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有着重要的价值，不仅
可以丰富课堂上教学方法，教师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调动
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对课程的展开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有利于培养初中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比如，在教学“世
界的语言和宗教”这一课时，其教学的主要目的不仅要让初
中生了解当前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宗教的分布，还要让初中
生了解到我国的宗教政策是宗教自由，学会尊重他人的宗教
信仰。当学生在预习阶段的时候，由于本节课自身的特殊性，
要想保障自学的效率，只依靠教材上的内容是远远不足的，
需要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强化自学的效率和质量。当前世界上
存在的语言和宗教数不胜数，地理教材上记录和介绍的语言
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信
息技术加深地理教学的广度，通过信息技术为初中生搜集更
多有关的内容，帮助初中生积累得更多的相关素材，从而有
效地开阔学生的视野。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让教师在实
践教学展开的过程中方式更灵活，趣味性更高，科学性和针
对性更强。教师要认识到信息技术引入教学工作中已经成为
一种必然趋势，教育信息化发展是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利用信息技术、发挥信息技术的技术优势有效地解决地理教
学的教学困境，在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强化理论知识
传授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素养和思维。

（四）注重初中生绘图技能的培养，促进核心素养的提升

初中课本中不但包含丰富的理论知识，也具有各种类型
和各个地区的地图，地图作为地理学科组成的重要部分，其
中蕴涵丰富的物理知识，而地图也经常成为学生的学习难点。
在以往的地图教学中，教师往往都是引导学生对地图内容进
行死记硬背，这种教学方式不但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甚至还会降低教学效率，经过一段时间学生就会忘记，导致
初中生并没有真正掌握知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也产生
负面影响。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打破传统的地图教
学方式，积极培养学生自主探索能力，将绘图技能培养融入
教学中，鼓励学生自主绘制地图。比如，在教学“西半球的
国家”时，为了使学生更扎实地了解西半球球各国的地形特
点与分布状况，教师可以合理地导入了绘图课程，并且通过
基础的制图课程讲解，使学生以记忆轮廓的方法进行学习，
如将美国地形比作振翅的飞鹰、把巴西地图比作锤子等，并
由此方法调动中学生对西半球地形的学习兴趣，从而促进中
学生核心素质的提高。

（五）通过地理和人文的演变来强化学生的思维体系

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方式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四川人喜欢吃辣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四川盆地比较潮湿，人
们体内的湿气比较重，而吃辣椒能够起到祛除湿气的作用。
还有，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大米，这其实是北
方不利于种植水稻而利于种植小麦的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而
南方恰恰相反，这个不是我们脑子里的喜欢与否，而是在地
理环境的长期影响之下所形成的生活现象。一般来讲，山区
的手工技艺比较发达，那里的人能够制作多种木质工具，这
其实也是生活环境带来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这些
小小的现象来举例说明其背后涵盖的地理原因，告诉学生这
些个别现象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种逻辑关系，让学生慢慢
掌握这些逻辑关系，进而起到强化学生思维体系的作用。教
师也可以要求学生把这些地理和人文的演变过程给家长梳理
一遍，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体系会再次得到巩
固，学生对一些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吸收效率也会更高。

三、结语

每个学科都有独特的教学价值，各科教师要对学科价值
进行充分梳理，并在实际的教学中落实这些价值的教学工作。
初中地理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这门学科对学生的日
常生活和以后的工作方面的帮助比较大。而地理学科核心素
养对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最强的，这些素养会帮助学生构
建一个系统性的认知和思维体系，这些认知和思维会帮助学
生认识和解决各种生活和工作上的难题。在实际教学中，地
理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实践能力以及地理实
践等方面来开展具体的教学，让学生从观念、思维及实践等
方面进行变化和提升，让学生逐渐掌握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
帮助学生实现成绩和素养的双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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