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的板书, 学生一看就懂, 讲了哪些方面知识?

重点是什么?

课堂教学思路, 还包括课堂练习的编题思路。设计

的题目要科学、正确, 要突出教学重点, 要能够帮助学

生理解前因后果的关系, 达到巩固掌握的目的。

例 5. 在讲完

“气温的日变化”

后, 可以出示投

影题目:

一天中太阳

辐射最强的时刻

是　　　　;

地面辐射最

强的时刻是　　

　　;

气温出现最

高值的时刻是　　　　;

此题看似简单, 却解决了太阳辐射、地面辐射最强

与地面温度、大气温度最高之间的关系, 解决了学生对

图的疑惑, 明确了知识的内在联系, 突出了重点, 提高

了效率。

总之, 只有理清教学思路, 才能进行生动的课堂教

学, 才能提高课堂效率, 发展学生智力, 培养学生能力。

四、学生应该怎样学习

学生学习地理的方法多种多样, 最常用的是综合

法和比较法, 其次还有课前预习法、复习归纳法、纲要

信号法、自编习题法、专题讨论法、撰写论文法等等。可

以肯定的是学生中一些有效的学习方法往往是从教师

有示范作用的教学中吸收来的。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

时, 还要有意识地加强学法指导, 使学生重点掌握地理

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

纳指出:“学习某一学科的知识, 就是学习它的基本结

构。”学习的知识越基本, 越容易实现知识的迁移, 对新

问题的适用性也就越广。所以必须强调学生对基本原

理、基本概念的学习。

高中地理理论性强, 综合性强, 自然与人文兼而有

之; 初中地理区域性强、实践性强。高中学生独立思考、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 初中学生好动、好胜

的心理活动明显, 教师应该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的知

识水平、心理特征、认知规律, 结合不同的教材内容, 及

时给予科学的学法指导, 以提高课堂效率, 培养学生的

能力。

有了清晰的育人思路, 才可能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

学生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 为人师者, 关

键要理清各种思路。

亚洲和大洋洲的

分界线在哪里
□相　炜ö山东省临沂市教研室

　　世界七大洲中, 除亚洲与大洋洲的分界线尚未定

论外, 其它洲与洲之间界线早已有了定论。那末, 作为

亚洲和大洋洲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呢? 世界地理课本

中至今尚未提及。

1904 年, 德国动物学家韦伯通过实地考察, 提出

了一条线, 此线北起苏拉威西岛和马鲁古岛之间, 沿哈

马黑拉岛西侧南下, 在苏拉群岛和奥比群岛之间通过,

从布鲁岛西侧折而向东, 沿伊里安岛和澳大利亚大陆

架前进, 过阿拉弗拉海和帝汶海。韦伯认为, 该线以西

是东方区动物占优势。

韦伯线的出现, 对亚洲和大洋洲界线的划分影响

很大。我国出版的地图中, 亚洲和大洋洲的分界线, 最

早便出自韦伯线的修正线。1916 年, 著名地理学家陶

履恭在《中外地理大全》一书中, 指出了韦伯线的缺陷,

提出了亚洲和大洋洲的分界线。该线从帝汶岛南部海

域起, 向东北经卡伊岛以东, 由北再折向西, 沿斯兰岛

以西北进, 至哈马黑拉岛之东。此线后来又经改动, 将

米苏尔岛划入亚洲, 并正式并入地图, 作为亚洲和大洋

洲的分界线。

但上述洲界的划分也有一个缺陷, 就是破坏了马

来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完整性。大量史料证明,

阿鲁群岛为马来半岛中马鲁古群岛的一部分, 米苏尔

属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伊里安岛的边缘岛屿。现在, 不

少学者为恢复群岛的完整性, 提出应将阿鲁群岛划入

亚洲, 米苏尔岛划入大洋洲。国外一些国家的地图集中

也是这样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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