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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程理念的引导下，各个学科的教育改革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以学生为中心”无疑是这场改革的出
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与此同时，要想达到此目标，“情境式教学”更是非常具有效果的尝试方式。以高中地理为例，
探究情境式教学策略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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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高中地理的性质，通过创设情境，引入情境式教
学的方式优化课堂，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提高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积极性，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
应用能力。

一、借势多媒体创设课堂所需的情境
不可否认，多媒体技术是如今高中地理教学最为普

遍也是最为直接的情境创设方式，教师可以通过 PPT 播
放、视频教学、影片素材引入等方式，让学生在图文并茂、
影音皆在的环境和氛围中直观、生动地学习地理知识。
而且高中地理知识当中涉及用语言描述、图片展示都会
非常枯燥、乏味，不改其难懂本色的部分，如风的形成、气
压带、地壳运动等，若通过动画或者影像素材进行演示，
会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知识，甚至于学生能够在缤纷的
色彩、有趣的解说当中，感受到地理学习的乐趣。

比如，在教学“水土流失”、环境保护这一部分内容
时，笔者截取了陈凯歌导演的著名影片《黄土地》中的片
段，让学生在真实感受到水土流失到底是怎样一幅景象，
为水土流失所影响的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中，从环
保角度来讲该如何破解和改善这种情况———当然，对于
教师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视频的引入仅仅是为了起到烘
托情境的作用，要做到短小精悍，切莫让学生一时被“热
闹”所吸引，却忽视了视频当中所存在的知识点。

二、利用地理调查创设体验情境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提出要“加强乡土地理学

习”，意味着高中地理学习要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走向实
际，要懂得利用课上所学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关注
自己周边的“地理”。围绕着一点，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引
入“调查”这一教学任务，使之成为教学情境的一部分。
如在学习到气候特征、降雨特征、昼夜温差等知识时，可
以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在城市的实际情况，制作出调查记
录表，记录每周的气温变化、降水和风向等信息，进一步
了解家乡的气候情况。同时也可以在调查记录的过程中
借助天气预报和其它城市进行对比，强化记忆。

另外，在学习城市化、产业分布等章节内容时，教师
同样可以让学生以所在城市为对象展开社会调查，结合
家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了解所在区域的产业分布、发展
优势。纵观近年来的高考命题趋势，单纯围绕教材以默
背方式开启的试题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是各类围绕现实
生活所生成的题目。学生基于现实所展开的各类调查不
仅是促成情境化课堂达成的一种策略，更是让个人走近
生活、感知生活中的地理知识，提高地理知识在现实生活

中应用的有力之举。唯有如此，学生才不至于将教材中
的知识简单地当作枯燥的命题、概念来学习。

三、借助地理实验创设教学情境
虽然地理学科不同于理化课程，高中所涉及的内容

也不需要通过太多的数据去论证某种地理现象的存在，
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可以通过地理实验的
方式，让学生感受地理现象。如在高一年级学习到昼半
球、夜半球、公转、自转等地理常识时，教师就可以在课堂
上引入相关的演示实验，其目的在于将发生在太空中的，
学生根本不可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领略和感受的地理
现象，以模拟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首先，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自己准备实验器材 ( 手电
筒、大小不等的两个非透明球体，然后安排两个学生作为
一个小组，进行公转和自转的模拟演示。

其次，用较大的小球模拟太阳，相对小一些的小球模
拟地球，然后一名同学手持大球，另外一名同学让小球自
转的同时，环绕轨道进行公转。

再次，将手电筒放置在大球的位置，模拟太阳照射。
学生们快速根据太阳照射的情况，模拟地球在近日点和
远日点的光照情况。

最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当地球处于
近日点时，我们所在的位置光照情况如何，现在是夏天还
是冬天? 当地球处于远日点时，南半球的人们正在度过
夏天还是冬天? 等学生们能够根据模拟快速得出问题的
答案后，接下来就需要其将地球公转的模拟效果绘制成
简图，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中。进而在今后遇到类似的题
目时，脑海里能够快速呈现地球自转、公转时太阳、地球
乃至月亮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运行状态，做到难题迎刃而
解，节约时间。

总而言之，要想改善部分学生在地理课上无法投入、
无法提高兴趣的情况，创设教学情境无疑是非常有效的
方法。只是在进行情境创设的过程中，方法的选择、情境
的引入、时机的把握对于掌控课堂的老师来说，也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在开展情境教学时，教师要注意将各种学
习任务交代给学生，让其在领略情境、身临其境的过程
中，尝试着思考和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胥丹．基于多媒体技术的高中地理情境教学研究

及应用［D］．辽宁师范大学，2010．25．
［2］高晓琴．高一地理课堂情境教学研究［D］．内蒙古

师范大学，2013．36．

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