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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去获取知识，应用
知识，以达到问题认识的深化或者最终解决。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为学生最大限度地发展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供空间；而教师则由知识的传播者转变成了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
促进者和参与者。探究性学习方式将是今后地理学习的一个趋势，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地理知识。 
[关键词] 探究性学习；初中地理；学习方法；学习能力 
中图分类号：G633.55  文献标识码：A 

 

地理新课程标准提出：教育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让

学生拥有终身学习能力。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探究性学习，对于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探究性学习的意义 
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学科领域内或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个角度作

为切入点，通过质疑、发现问题、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学习

方法来获得知识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努力，

自主学习知识，經历问题解决的过程，达到可以熟练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境界。 

探究性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时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进行探

究性学习的过程也是学生自己梳理知识脉络的过程。在探究性学习中，

学生遇到困难时会主动翻阅材料或寻找老师帮助，这就引导着学生从被

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高

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 

2 探究性学习方式的应用 
2.1 启发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学习课本知识前，老师引导学生利用自己平时的生活经验，搜

集相关资料并结合课本的图文资料，对即将学习的课程内容进行猜测。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还可以增强学生对本节课

程的印象，帮助学生把知识点记牢。比如在“印度”这节课开始之前，

老师可通过播放学生搜集的印度电影、泰姬陵图片等具有浓郁印度元素

的视频、图片，引导起学生对这节课的兴趣。 

在搜集的过程中，学生就会对自己收集的知识进行学习，课堂交流

讨论，就是学生间的知识分享，可以让学生充分自主学习。让学生从被

动地接收知识到主动地探索问题、解决问题是探索性学习的最终目的。

探究性学习和“填鸭式”的被动学习相比，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2.2 多媒体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受条件所限，地理课堂学习中基本不太可能进行实地探究，所以有

效地利用多媒体尤为重要，学生通过多媒体进行探究是目前探究性学习

最可行的方法。例如学习中国省份这一章节时，可以让学生自己搜索和

收集各省份特色景色、物品和风俗信息等资料，在课堂上展示并相互讨

论交流。 

通过形、声、色等多途径地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并结合几个简单

的问题，使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同时老师也可以利用 ArcGIS 等软件

将学生材料制成视频课件等，降低学习难度，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

教学效果。 

2.3 教给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方法 

进行探究性学习，老师需要结合课本内容引导学生合适的探究方法，

如何查找资料、实地调查和讨论分析等。让学生选择最适合的探究方法

进行探究性学习，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有用的信息，然后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分析提炼，从而获取有用的知识。只有结合课堂内容选择最合适的

探究方法，才能更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效率，进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

达到素质教育的效果。例如：在对聚落形成条件进行探究时候，可以让

学生对课本进行探究分析，也可以让学生交流讨论我国几大城市（北京、

上海、广州）形成的共同因素。 

3 探究性学习的技巧提升 
3.1 探究性学习的合理运用 

任何学习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探究性学习也不例外。不是所有的课

程都可以运用探究性学习方法，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该有选择地引导

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相对普通的学习方法来说探究性学习会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探究性学习宜精不宜多，不应频繁使用，探究的

课题也应慎重选择，探究的方式也应该精心地策划。如果探究性学习变

得复杂，学生不仅学不到知识，还会白白浪费时间，打击学生学习积极

性，给今后的探究性学习制造困难。 

3.2 探究问题的合理设置 

合理的设置问题是探究性学习方式的一个关键点。问题设置得简单

了，探究性学习的意义不明显，问题如果过难，探究起来费时费力，还

容易打击到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设置问题时，教师一定要慎重选择，做

到难易适中。由于学生个体之间的能力不同，所以在问题设置时也要注

意到学生的差异性。努力让所有学生都能在探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找到自

己的学习方法。 

3.3 适度引导学生 

探究性学习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教师适度地引导学生。在探究性学

习方式中，老师应该是一个引领者，在引领过程中也要掌握一个度。如

果担心学生不会自己探究，学不到知识而过度引导，探究性学习就会失

去意义，学生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就学不到自我思考自我探索的能力。

当然教师不引导也不行。不能完全让学生自学，很多学生根本找不到切

入点，更达不到探究性学习的效果。因此教师在引导时一定要给学生开

好头，该放手时果断放手，掌握关键的一个度。 

3.4 营造探究性学习环境 

探究性学习方式不同于普通的学习方式，探究性学习需要很多必要

的客观条件。如活动器具、活动费用和时间等都要创造。另外组织和安

排探究性学习也是需要考虑的，如需要外出的探究性学习，带队人选、

人员分组、组内分工甚至和家长之间的沟通等这些准备工作都要提前考

虑到并做好，这样才能为学生的探究营造出良好的探究环境。 

4 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性学习不同于以往的学习方式，在提倡素质教育的

今天，探究性学习方式将会成为地理教学的一个突破点。探究性学习方

式的优势非常明显，对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锻炼学生解决

问题能力等都有很大帮助。当然，探究性学习方式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

求比较高，这也是下一步推广探究性学习方式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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