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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地理探究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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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圣泉中学，安徽 肥东 231600） 

摘  要：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地理探究式教学，必须重新定位教学主客体。围绕“学习地理知识与技能，

掌握学习地理过程与方法，形成地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置课堂教学目标。从紧密联系实

际，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兴趣；重视实践，关注学生的探究过程；整合多学科

知识，拓展学习视野等方面构建课堂教学内容，彰显新课程理念，实现新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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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学是学生围绕一定的问题、文本或材料，

在教师的支持下，自主寻求或自主构建答案、意义、理

解信息的活动或过程。[1]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开展探究式

教学，有利于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开发学生的地

理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的非

智力因素。 

一、探究式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定位 
（一）学生定位 

探究式教学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参与教学过程，把学

生视为“小科学家”，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甚至是自

主学习中，通过一系列的探究活动去发现结论、体验过

程，而不是把学生当做接纳现成知识的“盛器”。如在

地方时和区时以及日界线问题的学习中，可以通过设计

一些情景如宾馆大堂的壁钟、打国际长途选择合适的时

间、观看 NBA 比赛直播的时间等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案例，由学生自主探究，体验区时的规定、时差

的计算，让学生在实践感知中发现结论、获得知识。 

（二）教师定位 

与传统教学活动相比，探究式教学更具有自主性、

实践性、开放性和综合性，更重视学生的主体参与。在

地理学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带着知识上课堂，更重要

的是带着学生关心的、来自于学生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上

课堂。例如，在学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国时，

可以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导入，并提供一些基本数据和

世界一些国家能源消耗柱状图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统

计表，引导学生分析并思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世

界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对保护世界资源和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整个学

习过程中，教师不应该越俎代庖，把结论一股脑儿强加

给学生，而应该充分利用地理图像和相关资料帮助学生

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或教师适当的“示弱”，由此激

发学生好奇心和自我发现的问题兴趣，积极思考，探寻

问题解决办法。由此逐步培养学生对地理图像的理解、

想象和分析能力， 

二、探究式地理教学的课堂目标设置 

《地理课程标准》将地理总目标界定为知识与能

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地理教学

目标的设置就是对地理课堂教学的目标描述，它对地理

课堂行为具有有较强的指向性和规范性。在地理教学中

开展探究式教学，应根据地理学科教育的特点，从课堂

教学目标设置入手，把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视为地

理教育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一）学习地理知识与技能 

地理学科教育追求目标是增进学生对地理环境的

了解和认识，使学生能运用所学地理知识发现和解决现

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分析常见地理现象，培养学生的

地理实践能力。[2]如在讲解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这一课

程内容时，为使学生自主获得基础知识和懂得运用图表

和数据，在说明二分二至日全球各纬度正午太阳高度的

变化规律时，可以让学生分析北半球二分二至日全球正

午太阳高度分布图的数据，然后进行归纳得出结论，再

进一步让学生把数据转化为变化曲线图。这样不仅使学

生懂得获取正午太阳高度的知识的途径，而且还有效地

锻炼学生的分析读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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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学习地理过程与方法 

在探究式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预设问题探

究情境，为学生提供多角度参与问题的条件和多维性探

索的目标，让学生围绕着目标内容，自主收集处理信息，

探究问题，建构答案。例如，在讲解“气压带和风带的

形成”这一知识点时，可以先提供一系列的假设条件，

以问题的方式导入教学：若地球不自转、太阳直射点不

移动、地球表面性质均匀，获得理想状态下的单圈热力

环流。然后，逐一逆推，得出因海陆热力性质差异而出

现的北半球冬夏季的气压中心。这样有助于学生深入了

解自然地理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从而为学生探

索未知领域指明了方向。 

（三）形成地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探究式地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不仅表现在地理知

识的获取和掌握，更要体现在教师在教学行为中渗入情

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教师要善于唤醒、启发、引导、

激发学生探究地理的动机，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

态度，提高学生的地理审美情趣，确立正确的地理价值

观，并进一步鼓励学生参与和合作，提升学生的表达、

沟通和分享的能力。例如，在进行“人地关系的历史回

顾”这一知识点讲解时，要从人地关系思想演变入手，

鼓励学生探究诸如“玛雅文明的消失”的案例，分析各

历史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认识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发展观和环境观。 

三、探究式地理教学的课堂内容构建 

（一）紧密联系实际，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学习内容越贴近学生的生活，

学生对知识的接纳度就高，学习的主动性就强。地理学

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挖掘

丰富的生活地理素材，寻找学生熟悉的或常见的地理知

识话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回归地理的本质特征。

如：讲授“季风”的成因，如果缺乏必要的感性材料，

学生往往难以理解，不妨举出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提

出一些简单的实践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夏天游泳

时，当你中午赤着脚，踏在岸边泥地上感觉怎样?”“入

水后感觉怎样?”从这些简单常见的实践问题中让学生了

解这都是两者比热容不同的缘故，再进一步拓展到陆地

和海洋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比热容的区别。这样讲述就

把一个知识难点通过实践中的简单类比化解了，并使学

生体会到地理就在自己身边。 

（二）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兴趣 

建构生动、形象、富有趣味的课堂教学内容，是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关键。因此教师设置课堂教学内容

时，必须要从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态度着手，把需要

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转化成一个个探究性的课题，并创

设一定问题情景，提供相应的多媒体素材，引导学生进

入探究的情境，让学生通过讨论、观察、想象、验证等

方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自主构建知识。如，在讲解

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时，可以结合展示的等高线地形图，

让学生观看登山旅游的视频资料，借此让学生对等高线

地形图中基本地形类型有所了解。 

（三）重视实践，关注学生的探究过程 

由于能力差异，或知识水平的限制，学生在自主探

究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教师必

须能及时发现学生探究受阻的现象，帮助学生理顺思路。

尤其针对实践性较强的知识，应鼓励学生动手实验验证

或观察获得，引导学在关注地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

中归纳一些规律性的知识。如笔者在讲授“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一节内容后，要求学生对县城主要功能区分布

进行调查。调查后，许多同学发现，交通和城市的历史

对城市功能区的分布有深刻的影响，在功能区规划布局

时要充分考虑这些要素，使功能区布局合理。在此基础

上，学生会更容易了解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项目选址、

功能分区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方法。 

（四）整合多学科知识，拓展学习视野 

地理学科兼容了自然和人文等多学科知识。教师在

课堂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要善于整合多学科知识，以便于

学生拓展地理学习视野。在地理教学中，分析地理原理

和规律时往往会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变量，为了讨论问

题方便，可以引入数学函数的思想，分析北半球二分二

至日昼长随纬度的变化规律。在地理教学中加强学科间

的联系，有利于以地理学科为主将各学科内容进行有机

整合，提升高中地理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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