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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标导航—活动导学—精测导评”三导式教学法是遵循了新课标所要求的“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活动为主线,

思维为核心,育人为目标”的基本理念和“突出重点难点,突出因材施教,突出思维训练,突出精讲精测,突出教学实效”的基本

原则,是落实自主互助课堂,提高课堂效率和学习质量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探究展示 

 

众所周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学生素质的提

高,目前的初中地理教学,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

学,才能实现课堂教学的优质、高效已是大势所趋。如何落

实“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采取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创造 佳课堂教学效果是

我们每个地理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两年来,围绕

着学校“教—学—评”的一体化的课堂研究,我在改进地理

教法,提高课堂实效方面进行了扎实有效的探索和实践,总

结提炼出了“立标导航—活动导学—精测导评”三导式地理

教学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将该教学法的实施流程和目

的要求总结如下,供同行们商榷： 

1 立标导航 

1.1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始,就成功了一半”。好的课堂导入,如

同演员“亮相”一样,能一下子镇住“台脚”,抓住观众。因

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进入 佳的求知状态,课

堂伊始,老师要尽量创设情境,恰当的运用直观演示、故事设

疑、联系周围生活、巧用游戏和歌谣、妙用故事、寻找学生

的“兴奋点”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设计出富有艺术性与趣

味性的方式导入,以唤起学生对所学内容学习目标的高度注

意,点燃学生求知的火花。如在讲“南极洲”时,举例说：“一

杯热水撒向空中,水还没落到地面就已结冰。”为什么？来导

入；如在学习《中国的季风气候》中国的季风气候时,借助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借东风”导入；在学习《俄罗斯》

时运用判断真假游戏导入；在学习《中国的行政区划》时运

用猜谜语的方式导入等等,都极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学习动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2 立标展示,明确要求 

激情导入后,通过课前设立好的 PPT 或任务单把本节课

所学内容的学习目 

标展示给学生,并勾画和强调关键词,让学生总体把握

本节课的学习任务和要求。设立学标时要全面把控教材,明

确课标要求, 后再拟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这里要遵循

几个原则：①是设立的学习目标要具体、全面,有基础目标、

理解目标和应用目标；②要切合学情设计,贴近学生 近发

展区,易操作,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导学、合作互学、教师促学

达成,切忌大而空；③要关注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技能

和核心素养；④是要适当结合其他版本的内容设置。 

2 活动导学 

2.1 自主学习 

现在的课堂,一般都以导学案的形式来引导学生的自主

学习,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方法,自主

感知教材。所以在设计导学案时要以所设立的学习目标为导

向,抓住教材核心或关键问题设计；任务设计要求有一定的

梯度和难度,并在学生能力达成的范围内成为学生自主学习

的重要指南。自主学习过程一方面要求学生注重独立钻研,

自主探究,通过勾画教材和填写导学案,掌握基础知识,总结

提炼问题,对教材形成自我体验；同时要有明确的任务要求

和时间要求。另一方面教师要组织引导全体学生参与到课堂

学习活动中去,不要做旁观者和无关者。当然,在这一环节,

老师不是“放养”学生,而是也要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1)指导用眼,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和观察能

力；(2)指导用耳,培养学生思维判断能力；(3)指导用口,增

强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4)指导用手,提高综合运用能力。 

2.2 合作交流 

自主学习时段后,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老师要提

供一个平台让学生学生相互合作交流讨论,进行互动答疑,

便于学生在思维碰撞中获得认同感或受到启发,从而自我修

正,发展思维,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和观点,或发现自己的困

惑点疑点,逐步解决“自主学习”环节中学生自己遗留的各

种疑难问题。这时教师要参与到 合作小组中去和学生共同

探讨和交流,并通过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激发引导学生展开

深入讨论,营造良好和谐的互学氛围。合作交流到时后让学

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情反馈。 

2.3 精讲点拨 

结合学生在合作学习环节中反映的和教师发现的有共性

的问题,教师要做统一的精讲点拨。这一环节要做到：避免教

学内容面面俱到,要突出重点精讲点拨、点拨能力点、考点、

训练点、学困点、易混点、易错点,突破难点、梳理要点,

切实落实“三讲三不讲”。主要把握下面几个关键：学生没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19 年 6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0 

Education research 

学会的；学生没学透的；规律性的知识；学习方法和技巧。 

2.4 探究展示 

为了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教师要根据教材和考察能

力的要求,设计一个合作探究环节,提升学生思维。任务限定

时间后,教师要组织学习小组有序有目的的进行展示反馈。

这一环节着力解决有价值而学生个体无力解决的问题或开

放性较强的题目。因为只有合理有效的学生活动,才能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望,也才能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学

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 

2.5 释疑提升 

根据学生在合作探究环节反馈出来的疑难问题,教师要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才能有效的进行提示点拨,归纳总结,

学生整理巩固,知识提升。 

2.6 反馈内化 

自主—合作—精讲—探究—释疑各环节相继完成后,学

生虽经过自学互研、合作探究,但获取的认识是感性的、零

散的。所以教师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让学生归纳

本课的收获,把已学过的分散知识上升为规律性的理性认

识。教师针对学生总结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补充和反思,

使知识结构条理化、系统化、规律化,便于学生对所学知识

加以吸收和贮存,还可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利于对

后面的课堂教学策略做出调整。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为重要”。要真正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就应注重为学生创设问

题氛围,在课堂教学的末尾阶段,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让学生善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1)要创设问

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想问；(2)要教给学生

提问的技巧,使学生“会问；(3)要尽量多给予学生成功的体

验,使学生“敢问” 

3 精测导评 

3.1 自我检测 

为了检验学生对学习目标的达成度,一般每节课都要留

存一定的时间进行达标检测。这一环节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巩

固学到的知识,运用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形成新的知识与能

力,培养学生理解迁移知识和应用创新的能力。所以,检测的

设计要以学习目标为导向精选题目,在梯度和难度上要渐进,

既要有基础目标、理解目标和应用目标的考察,题目不能过

于简单,要有一定的难度,并留有足够的空间让学生独立思

考。题目的形式可以多样性,如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

甚至是开放性的题目。 

3.2 达标点评 

该环节主要是点评学标达成。至于方式因检测形式而

定。可充分发挥合作学习小组长的作用,引导学生互批互改,

也可自评。对错误的予以纠正,并分析错误的原因,发现缺、

漏、错的应及时补缺、补漏和纠正。同时做好学困生的指导

与帮扶。 

“立标导航—活动导学—精测导评”三导式地理教学法

始终贯穿“立标—明标—达标—验标”这条主线。实施该教

学法几年来,极大地促进了本人的专业成长,提高了自己的

综合素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的良

好习惯的逐步养成,开发了学生个体潜能,提高了学生的地

理学习兴趣和课堂学习效率,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已在

全校推广,也希望对其他同行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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