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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情境教学策略

一、情境教学法的含义、特点及重要作用

（一）情境教学法的含义

情境教学法指的是在实施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依照一定的目的，在课堂上创设相应的情境，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心理机能发展，其

核心在于激发学生情感。情境创设的途径有很多，如

结合现实生活来对典型场景进行展现，利用实物来演

示情境，通过图画来对教材中的情境进行再现。

（二）情境教学法的特点

情境教学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联系

性。在应用情境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确保教学内

容与创设情境相结合，推动教学目标顺利实现。在教学

中，教师不仅需要重视知识的传递，而且应该引导学生

将情境中的知识与思维联系起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例如，在认识地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日常

生活，引导学生对地理知识进行灵活应用，活跃课堂氛

围。二是规律性。教师可以立足初中生的生活经验，将

所学知识融入创设的情境之中，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又如，教学与天气相关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创设“天气

预报”的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天气的变化规律，

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认知。三是趣味性。情境教学法

具有趣味性的特点，能够促使学生转变学习观念，还能

配合图片、动画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有效

性。四是发展性。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情况，在教

学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使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储备。

李 丽 
东莞市石龙镇中心小学 广东 东莞 523320

摘 要：由于初中生的生活经验不足，其地理知识面相对狭窄。因此教师应当致力于构建优质的生活化情境，营造积极的课堂教

学氛围，帮助学生在生活化情境中不断探究、感悟、理解知识，在积累生活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本文主要结合初中

地理核心素养，探究进行课堂情境教学的有效策略，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并及时掌握新知，推动课堂学习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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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境教学法的重要作用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法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一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学习是接

受信息、理解信息、加工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知识

体系的过程，这需要通过新旧经验的交互才能实现。

适宜的情境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素材，使

学生切身体会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促进学生认知

能力及思维能力的发展。二是可以提供实践机会。合

适的教学情境能够为学生提供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机

会，在知识、能力和体验之间建立起可靠连接，推动

知识从课内朝着课外迁移，更好地认清知识的本质，

继而引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二、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问题是驱动学生产生探究动力的源泉。在传统教

学中，教师为了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很少在

教学中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这严重影响了学生问题

意识的培养。教师要创设问题情境，以问题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如，教学水资源的相关内容时，教学目标

是让学生了解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特点和如何解决

我国水资源缺乏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提出问

题 : 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哪

些影响 ? 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

问题 ? 学生围绕着这些问题分组进行交流探究，在合

作学习中进行知识建构。再如，在学习天气的相关内

引言：　

新时期的初中地理课堂，不但要求实现三维目标，还需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情境教学以其直观性、趣味性、

生动性，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因此，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为课堂增添活力，发挥情

境教学的优势，加深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运用情境教学的前提是，教师要了解情境教学的内涵和功能，明确

应如何借助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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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时，教师在学生对教材内容进行预习后，可以提出

问题 : 什么是天气 ? 天气与气候有什么区别 ? 天气的

变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 人类活动对天气的变化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 教师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及时提出问题

促进学生思考，可以使学生有效吸收知识，并且联系

实际应用这些知识解释生活现象，解决现实问题。

（二）创设直观教学情境，降低知识理解难度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得

到广泛应用，使知识呈现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教师可

以利用信息技术将抽象的知识以形象的方式展示出来，

增强教学的直观性、趣味性，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

识。在初中地理教学中，能够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枯

燥的知识趣味化的方法非常多，情境教学就具有这样的

作用和功能。而情境创设较常用的手法为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可以将知识内容通过图片、动画及视频等方式展

示出来，创设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在初中地理教学

中，针对一些抽象、难理解的知识内容，教师应发挥信

息技术的优势，利用多媒体创设直观教学情境，辅助开

展课堂教学活动，带给学生直接的感官刺激，使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以“非洲”为例，对于初中

生来说，他们都听说过非洲，知道非洲有最大的撒哈拉

沙漠，但对其国家分布、自然资源及民族特色等了解非

常少，加上非洲的地理位置、民众生活和学生的距离比

较远，学生很难形成直观的认识。不过，和北非相比，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人文地理特征和自然地理特征有

明显的不同。因此，在教学前，教师可以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为重点，制作集图文音像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为

课堂教学做好准备。在课堂导入环节，教师可以利用多

媒体播放课件，借助课件展示非洲的自然景观、部落族

群和名胜古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顺利引入本节知

识，让学生有读教材、预习知识的欲望。在学生课前预

习的基础上，教师可以随机挑选两名学生，让学生走上

讲台，用在黑板上画简图的方式将非洲画出来，帮助学

生掌握非洲的地理位置和经纬度。在非洲自然环境知识

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非洲地形图，让

学生通过观察说一说非洲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和主要

地形区。接下来，教师可以结合“培养学生的读图能

力”这一目标，利用气候类型图、气温变化曲线和降水

量柱状图，引导学生对非洲气候特征和分布进行分析，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热带

草原气候的特点，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热带草原风光

视频和动物大迁徙的视频，引导学生对动物大迁徙原因

进行分析，促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气候知识。

（三）创设生活教学情境，提高知识应用能力

地理知识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学生如果能将生

活与学习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有用的知识和知识的用

途。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通过生活情境的创设，凸

显地理的学科特点，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地理知识，

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鉴于此，在实际的初中地理

课堂上，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深入分析教学内容，从

生活实际出发，发掘和提炼与生活相关的案例，引入生

活化素材和资源，将其融入初中地理课堂，创设生活化

教学情境。教师通过把地理知识和生活联系起来，可

以让学生感受到地理知识的价值，培养学生知识应用

能力。以“中国的水资源”为例，“通过课堂教学让

学生了解我国水资源的现状，掌握解决我国水资源不足

的主要途径，树立良好的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保护意识”

是本课的教学目标。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可以借助生活

情境创设来完成。教师可以结合课堂教学目标，融入生

活化元素，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如在导入环节，教师

可以问激趣：水都有哪些作用？水是由什么组成的？一

个人在不喝水的情况下可以坚持多少天？如果生活中缺

少了水，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这样结合生活实际设计

问题，可以开动学生大脑，让学生在课堂上变得积极主

动。在水资源现状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形

式收集资料，在课堂上展示，并且对我国水资源现状进

行分析。在学生表达之后，教师要做出相应的归纳和总

结，帮助学生全面掌握我国水资源的现状。为了培养学

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教师可以根据初中生

学习特点，设计相关的活动，如“水资源保护”宣传画

制作、“保护水资源”广告制作及“保护水资源”宣传

口号创作等，让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观察生活中水

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水资源的浪费现象等，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在完成作品制作的同时，付诸实际行动。

（四）积极开展趣味实验，培养地理实践能力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三地理实践力，强调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设置学科情境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并促使学生理解各个地理要素之间的关联，在

地理实践过程中，形成学科思维。地理科目有些知识

点晦涩难懂，对于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差的同

学，要想学好地理是有些困难。为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

力，教师可以借助地理教具或开展地理教具制作等兴

趣实验活动来完成此目标。通过学生小组合作，动手

实验，教师给予引导帮助，增强学生动手能力，激发

学习地理的兴趣。例如在七年级上册《地球的自转》

的学习中，由于知识点较为抽象，学生难以理解，教

师可以让学生提前准备实验所需要的手电筒、地球仪

等教具，布置好实验任务，向学生展示实验步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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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完成实验内容。通过教师引导，小组同学合作

演示地球自转过程，理解地球自转为何会引起昼夜更

替和时间差异（东早西晚）。在讲授等高线地形图的

判读中，针对山体部位的学习，教师可提前下发实验任

务单，明确实验步骤和要求，要求学生利用橡皮泥制作

山体部位和对应的等高线地形图。在有趣的活动中，学

生们畅所欲言，积极动手，在不断地修正改错中理解山

体部位和等高线的相关概念。在“中国的行政区划”课

程教学环节，教师以我国当前的区划体系为素材，设计

了“行政区拼图比赛”活动。学生们自己收集材料制作

拼图，然后根据中国行政区划在硬纸板上进行复制，然

后通过刀刻的方式将行政区单独刻下来，最终组合成一

套完整的区划拼图。制作精准的拼图，需要学生们聚精

会神观察行政区划的名字、轮廓、范围及相对位置，

完成了拼图，学生对行政区划也形成了深刻的印象。

这培养了学生对地图的掌握，也提高了学生的地理实

践力。这种课堂教学对比传统的反复填图练习来说，

学生更乐意接受、参与，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五）重视小组合作探究，发展综合思维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之四综合思维，强调学生在认

识和观察地理事物的过程中，能够多角度思考，对各个

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了解各种情况出现的原

因、发展的过程、可能造成的后果及解决措施，对不同

区域的特点进行了解，对生活中的地理现象能够辩证思

考。由于初中生地理知识面较窄，个人力量有限，让他

们独立去思考关联性较强、较为复杂的地理问题时难度

较大，这便要求教师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小组合作探

究，利用集体智慧、小组力量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课堂参与度。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能够提高学

生学科综合思维的问题有很多。例如，全球气候变暖的

原因，我国南北差异为何如此显著，河流在城市发展中

的影响，东南亚的稻米资源为何如此丰富，中东为什么

总是处于动荡之中，中国不同地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气

候，各地区人们的生活为何不同等。针对此类问题的探

究，教师可设置合理的问题情境，要求学生小组合作讨

论探究，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以此

来拓展学生的思维。教师在给学生创设教学情景时应当

将重点放在学生自己思考方面，并结合生活知识开展情

境教学，以此来提高课堂教学实际成效。在讲解欧洲西

部居民饮食为何偏好乳肉制品，教师通过设置“连环”

问题：欧洲人餐桌上为何多牛羊肉和奶制品？因为饲养

的牛羊多。为何牛羊多？因为草多。为何草多？……通

过设置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问题链，引出当地的气候

类型，由浅入深，引发学生思考。在八年级下册地理学

习中，讲到为何我国南北饮食出现巨大差异，教师结合

学情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家乡阜阳的

饮食文化与南方城市的差异，并提示学生学会结合我国

气候分布图、我国年降水量分布图，中国干湿地区划分

图分析问题，小组再合作探究，教师引导，学生总结。

通过问题情境设置，分小组讨论探究，集众人之力量，

激发学生思考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的关系，同时了解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差异，不

同地理现象的产生、变化的原理和路径，能够对生活中

出现的地理现象形成辩证的认识，也真正理解什么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学习方法，能培养学生

辩证、综合的分析问题能力，形成地理综合思维。

结语 :
综上所述，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模式可

以为学生提供更直观、具体的学习环境，可以加深学习

体验，可以使深奥的知识浅显化，抽象的知识直观化，

有效促进学生知识的吸收与内化。

参考文献：
[1] 王焕 . 初中地理主题式情境教学策略研究 [J]. 中

学地理教学参考 ,2021(14):11-12.

[2] 陈汉川 . 探讨情境教学模式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

运用 [J]. 科学咨询 ( 教育科研 ),2020(08):277.

[3] 吕玥 . 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地理情境教

学探索 [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19(17):42-44.

初中地理情境教学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