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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高中地理课程的基本理念指导教学

周　建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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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营 :针对现在高中新课标准 ,阐述了如何尽快转变传统教育观念 ,把握好新课标 ,从而更好地指导学生学

习地理 ,让学生对地理产生兴趣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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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高中新教材的基本理念是实施新教材教学的主要依据 ,是新课程设计的理论依据 ,是社会发

展对地理课程要求的具体体现.Ξ

1 　新课标准首要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地理课程标准也作了重大改革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基础性 ,为现代公民提

供了必备的地理知识 ,增强学生地理学习能力和生存能力. 强调中学地理素质教育新的方向和内容 ,改

变了旧课本注重“物产 + 地名”的做法 ,仅介绍地理现象的特点和分布 ,全线以人地关系理论和可持续发

展为核心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价值为取向 ,不仅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还关注学生认知能

力 ,团结协作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逐步形成具有地理科学的观点、科学方法和人文

精神 ,逐步养成健康的情感 ,积极的生活态度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例如 ,通过一些

地理政治学的知识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 同时强调地理技能的培养除了生活、生产实际、社会实际方面

以外 ,还要教会学生运用地图、照片、统计图表、统计数据、社会调查、野外考察的的资料来进行分析、综

合、推理、判断 ,进而阐明和研究有关地理问题的能力. 这样 ,作为地理教师 ,要懂得组织学生通过阅读材

料 ,提取地理信息 ,发现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如我国的东北三省的辽中南工业基地是我国的老工

业区域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已不适合发展 ,可以用鲁尔区的产生、发展、衰落到现在重新

发展 ,对比分析 ,得出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根本出路何在 ? 最后老师点评 ,汇总得出最佳方案. 教师在

授课时 ,通过指导学生读图、填图 ,培养学生读图用图能力 ,通过地理活动 ,培养学生的地理观察能力及

运用地理知识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比较相关地理概念、地理图表 ,培养学生的综合

归纳、推理等综合能力. 通过教育 ,使学生了解人口、资源、环境的问题 ,让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 ,树立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珍爱地球 ,善待环境. 从而使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 ,让学生形成正确

的地理观念. 例如 ,在学习人口资源的时候 ,通过对柱状图可以得出亚洲人口最多 ,而从 1980 年到 2000

年非洲人口增长最快 ,而西欧、北美出现人口负增长 ,通过同学们的学习讨论得出 :经济越发展的地区人

口增长越慢或负增长 ,而经济越落后的地区人口增长越快 ,进而推断越穷的地方明明知道养活这么多人

很困难为何还生长这么多 ,原因是 :思想观念在主宰他 (她)们的思想 ,加上非洲国家有些妇女地位很低 ,

很多是通过生育提高自身的地位 ,还有一些是医疗卫生水平较低 ,无法进行计划生育 ,再有受殖民政策

的影响 ,要人多力量大来维护国家的发展. 而经济发达的国家 ,由于观念的转变教育水平的提高 ,人口增

长很缓慢.

2 　高中课程标准从不同的角度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新课程标准改变了旧版本的“难、繁、偏、旧”的局面 ,着重加强课程内容和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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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生学习兴趣、经历和体验 ,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地理需要.

2. 1 　培养学生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

从国土整治、经济开发、旅游、货物与信息流通等都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新课程正是从学生心理发

展规律和不同的学习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科学框架结构体系 ,注重学生科学兴趣、态度与科学观

念的培养 ,使学生对地理学科产生兴趣 ,对周围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现象“追根求源”,从而扩展思维 ,促进

形成终身学习的欲望.

2. 2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环境

现实生活与地理关系密切 ,学生时刻都处在社会这复杂的生活环境中 ,会面对诸多的社会问题 ,因

此教会学生必需具有一定的生存和生活能力. 新课程设置的内容有利于学生认识现代社会中各种生活

现象的地理原因 ,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地理背景 ,正确鉴赏各种特色的人文地理景观 ,有效地对应生活

中的困难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增强生活能力 ,提高对未来生活的适应的能力 ,更大程度地满足生存的需

要 ,如天气预报、旱涝灾情、环境污染、旅游生活、交通运输、农时节气、风土习俗等与地理知识有关 ,通过

运用地理知识可以解释很多天气等现象 ,为生产生活服务.

3 　重视对地理问题的探究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 ,进行研究性学习是新的学习方法 ,地理新课标指出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和探究学习 ,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 ,主要是强调

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 旧课本的教学主要是关注学习的结果 ,以分数论英雄. 而新课标准以学生参与、

实践、思考为主 ,注重能力的培养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向学生进行探究性教学的引导 ,以问题

解决为中心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辅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学习的目的.

4 　注重信息技术在地理学科中的应用

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的时代 ,在学校不仅要教会学生学会获取、加工、运用地理信息 ,也要教会学

生在未来生活中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 由于信息技术在社会的各领域均广泛应用 ,带来信息的多源性、

易得性和可选性. 因此促进信息技术与地理课程的整合 ,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 ,学生的学习方

式 ,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的双边活动变革 ,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 如天体运动的一节内容 ,比较

抽象 ,常规的教法学生不容易理解 ,如通过多媒体显示 ,动态的模拟生动 ,学生容易掌握 ,为学生兴趣学

习和自主学习的发展创造一定环境 ,不让学生在枯燥的学习环境中死记硬背. 再如地震、火山爆发等 ,如

通过信息技术处理后 ,进行情境虚拟化 ,利用声光设备 ,让学生生动形象地感知教师创设的富有美感的

教学情感 ,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激起学生学习的情绪 ,带着求知云观察 ,云体验. 在情境的驱动下 ,有效地

学习、培养学习地理的兴趣.

地理信息技术的全球定位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建立是在信息技术革命产物 ,现代的地理教学中将信

息技术和地理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 ,提高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读图、绘图、用图方面技能 ,培养学生收集各

种信息 ,运用信息 ,是实施全民素质教育的需要 ,也是新课改的一部分 ,必将推动地理教学的进一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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