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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地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也很多、对学科思维的综合能力水平要求也是很高的,那么老师作为教材和学生的

桥梁,要将这么复杂的知识,在课堂上短短的时间内讲解清楚,并让学生掌握,优化初中地理课堂的教学方法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本文从激发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学习兴趣、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等方面谈谈优化教学方

法,构建初中地理活力课堂。 

[关键词] 地理教学；方法构建；课堂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于理解与掌握的

内容,因为地理学科涉及的内容太多了可以说包罗万象,上

至宇宙下至岩层海底,许多地理规律和自然现象又远离学生

的实际生活,学生光靠凭空想象理解起来很困难,对知识点

的理解也很片面,也容易忘记,同时也会觉得地理是一门很

枯燥乏味的学科,失去学习地理的兴趣和主动性。因此我们

不应该仅仅依靠以前的教学方法和思维。应该拓展思路,激

发学生的兴趣,更新教学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课

件和信息技术手段,将地理知识抽象的形象化、复杂的具体

化、枯燥的趣味化,同时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来突破教学中

的难点及重点,进而提高地理学科的学习效率。这些都是教

师非常重要的课题。 

1 丰富教学手段,激发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莫过于兴趣,古人云“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的兴

趣,才能提高她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参与度和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那么如何来提高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学习兴趣呢？这就要

求地理教师开动脑筋,充分发挥寓教于乐的教学手段,将生

活中的一些场景带到课堂中,把各种物质条件和环境氛围都

充分的利用起来,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在教学过程中还要

善于提问,在恰当的时候结合地理知识举一些学生能够见到

的场景,这些场景可以是身边环境有的,也可以是电影电视

剧里面出现过得场景。这样可以对学生的思维有一定的启迪,

还能够提高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例如在教授学生学习认识地球上的经纬度,学习如何准

确的用经纬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地理位置的时候,教师就可

以拿一部很有名的美国大片《泰塔尼克号》来举例子,可以

这样问学生：“如果你当时是泰达尼克号的船长,在遇到沉船

事件的时候,为了让船上的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营救,

你需要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把你的详细地点位置

告诉前来营救的救援人员或者其他船只,那么你该怎样来准

确的表达呢？”这个时候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会被充分的

调动起来,老师就要抓住这个有效的时机,给学生讲解经纬

度的知识。 

2 增加课堂活动,加强学生交流 

要想创造有活力的地理课堂,不能单单依靠老师对于精

心打造的教学细节,老师还要合理的安排整个课堂的环节。

增加课堂的活力。所以老师在安排课堂环节的时候,要增加

课堂活动的安排。这样不仅能够有利的把教学过程衔接起来,

还能够打开学生吸收知识的渠道。此外,课堂活动还能提升

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的频率,使原

本沉闷枯燥乏味,无趣的地理课堂变得充满活力,充满乐趣。 

例如,在学习“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这堂课的时

候,我们就可以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来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我们可以组织一场辩论赛,把学生分成南方人和北方人两组,

然后让他们把各自的生活体验和所学的知识相结合,来进行

一场“北方好还是南方好”的辩论赛。我们还可以组织一场

演讲比赛,主题可以是“我眼中的南方”、“我眼中的北方”。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巧妙的提出一些问题,在讲这

一课的时候,老师可以问问学生:“你们喜欢旅游吗？喜欢去

哪里旅行呢？是南方还是北方,为什么？”在这些活动的引

导下,课堂气氛会相当的活跃,学生的兴趣也会瞬间被点燃,

学生的思维转换的非常快,知识应用的也相当全面,而且还

会在不知不觉中把知识融合到一起,会给所有学生留下深刻

的印象。 

3 重视模拟实验,强化学习体验 

实验是检验、求真的直接手段。说到实验,大多数人认

为实验更适合化学和物理的教学,可是地理也是以科学理论

为基础的一门学科,所以地理实验应该被重视起来。初中生

的好奇心很重,抽象思维的能力却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就更加需要利用地理实验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对地理知识有

更直观、更清晰地理解。初中地理实验大都以模拟实验为主,

通过这种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到书本以外的一种学习方式,

亲自动手做实验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实验的过程中也

是对书本的知识一个强化的过程,把抽象思维转化为具体形

象思维的一个过程。 

例如,在学习“地球的运动”一课时,老师会觉得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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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示意图的展示还是用电脑展示的模拟演示,学生都不能

够确切地理解公转、自转、昼夜更替等概念。这种情况下我

们就可采用模拟实验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去做模拟实验。

首先把实验要用的工具准备好：不透明的塑料球、手电筒,

接下来让学生用塑料球代表的就是地球,打开的手电筒代表

的就是太阳,先是用手电筒照射塑料球,让学生观察是不是

可以看到塑料球只有半个球面被照亮。然后拿着塑料球的手

从左往右旋转,发现塑料球上明、暗两个部分在不断地交替

变化。通过这个实验的直观体验,学生能够轻松的理解昼半

球、夜半球的概念,清晰明白了公转、自转、昼夜更替的活

动原理。做实验的过程,还能够锻炼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

从而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学习理解和丰富的学习体验。 

4 利用现代科技,优化课堂教学 

多媒体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摆脱传统的

看加想的学习模式,可以设计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

化虚为实、化静为动、化无声为有声、化枯燥为生动,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增强学生的感知能力,还能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寓教于乐。多媒体技术是优化课堂教

学有效途径之一。多媒体课件的长处和优势就是它具有很强

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同时感染力也很强,还能够解决

很多传统教学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以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所以多媒体课件成为老师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也很容

易被学生接受。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投影技术,帮

助学生建立地理概念,形成空间的概念。在以往的教学方法

中,解释地理概念是靠老师讲,用板书来展示,但这些都是静

态的。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教学中遇到的一些虚无缥

缈的概念化虚无为具体,变静态为动态,把抽象的概念看起

来更具体化,学生通过图象演示这样直观的视觉体验,可以

更深刻的理解地理概念,并形成强烈的空间观念。 

例如讲《黄河下游——地上河》这一节知识点时,可先

让学生观看世界有名的河流的视频,再观看黄河流域的有关

视频,通过视频播放随带补充讲解,引出两者的不同点,让学

生在观看视频过程中自己思考区别所在,猜想原因,在通过

图片介绍一下黄河未形成“地上河”时的河流剖面图,接着

介绍黄河带着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年复一年的沉降堆积,再

播放出地上河的剖面图,说明河床由于上游水土流失,导致

下游泥沙的积累,造成水位不断升高。这时可连续打出水位

线不断上升的河水横断面和不断加高的堤坝的投影片。这样,

就展示出河床超出地面的清晰画面。一步步的展示,配合教

师的解说,就把“地上河”这一地理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形象地展示在学生眼前,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原本一个很

难讲解的问题,通过多媒体演示,使学生耳闻目睹,重难点迎

刃而解。 

再比如讲解地球公转和自转这一章节知识点,只通过单

纯的板书画图,学生难以理解日食月食的形成原因,通过

flash动画将自转公转和日食月食整个过程进行拆分逐步播

放,让学生在动中感受见不到想不懂的知识点,会让学生对

这些模糊概念恍然大悟,并且能短时间加强记忆,在让学生

按着动画过程逐步描述,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记忆,到达事

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5 结束语 

兴趣不仅仅是教学的一种手段,也是让学生热爱学习的

基础,只有让学生对这门学科感兴趣了,才能激发学生对学

习这件事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同时也能对学生的潜

能起到开发作用,著名的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

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励”。通过教

师激励,丰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优势,激发学生

的兴趣,提高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参与度,增加学生自主学习、

探究和思考的时间和空间,由此使教学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达到转化学生的学习意识,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理解学科

知识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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