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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新课标改革的逐步推行与实施，我国高中阶段的学科教育已经有了诸多的变化，其中 为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学科教学“生

活化”的提出。在以往的高中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都重视的是学生应试能力及刻板学科知识的记忆能力，而这

种“重视”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能将这些知识有效地运用到生活实践当中，这自然与我国素质教育的教学要求背道而驰。

因此，高中教师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生活化”的教学培养与训练，以提高学生对知识能力的转化效率。这显然就不是现有教学

策略所能满足的。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高中地理学科教学的生活化发展策略进行系统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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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是高中教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结合学科的

特点，对地理教学展开有效的改革，尤其是教学方法的改革更应重视。

在新课改不断推行下，地理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改革和创新，例如，生活

化教学模式是当前一种有效且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教学方法，

而且，高中地理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利用生活化教学模式

对学生展开教学，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能够培养

学生在生活中积极探索相关地理知识，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1 教材整合，以生活为基础开展地理教学 
众所周知，教材是教学的主要参考，更是教师开展教学的依据，当

然，教材毕竟是一种辅助材料，避免出现“唯教材是从”的现象。高中

阶段的地理学习更重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所以，教师一定要认真研究

教材、整合教材，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去发

现地理现象，自主建构知识体系。 

例如：在“高压与低压”部分知识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入高原

地带人们用高压锅做饭的实例来分析气压问题：正常情况下，水到 100

摄氏度就会沸腾，但是在高原地带，水的沸点就会降低，导致水温没有

达到 100 摄氏度的时候就会沸腾，所以生活或在高原地区的居民做菜经

常不熟。高压与低压本来是两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以往的教学中，学生

理解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这部分的教学中，学生很容易就理

解了高压与低压的区别，学习难度降低了，学生的自信心也增强了，畏

难心理也消失了。 

2 联系生活，利用网络丰富学习渠道 
想要扎实地掌握高中地理知识，仅仅依靠课堂上认真听讲是不够的，

教材的编排往往要考虑全国各地学生的整体情况，要全面地考虑各地的

特殊情况是不现实的，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利用网络资源，积极

挖掘与生活有关的教学素材，充分发挥出生活素材的引导作用，激发学

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例如：教师引导学生利用网络来搜索地理相关知识，提前告诉学生

下节课讲的内容，要求学生课后上网搜索相关资料，并在上课的时候给

学生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进行分享，这样做，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搜

集信息、筛选信息的能力。还可以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上网搜索一些与

地理有关的节目，观看的过程中，既可以舒缓紧张的神经，又能学到知

识，这样做，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促使学生参与到地理科

目的学习中，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3 创设情境，结合热点新闻培养学习兴趣 
相较于初中阶段的地理学习，高中阶段的地理知识更加抽象，知识

点之间的联系更密切，综合性更强，很多学生在刚进入高中学习的时候，

都会感到不适应，进而产生畏难心理。将生活化教学模式应用到高中地

理课堂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调查分析，全面了解学生生活中所接触的

一些事物，并将其与高中地理生活化教学模式进行有效融合，帮助学生

创设与其生活相仿的生活情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在生

活情境的引导下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地理问题，同时能够让学生

感受到学习地理的乐趣。 

例如：在“宇宙中的地球”一课的教学中，我们就可以引入一些热

点事件，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2018 年，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发射成功，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的探测器，主要用于对月球

背面地层结构、矿物成分、地貌等情况的探测，标志着人类对宇宙的探

索又迈出了一大步，以此来引出本课的主题——宇宙的相关知识，有了

前面的铺垫，学生学习起来就不会觉得枯燥了。又如，“旅游和餐饮”是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两个行业，也是与学生生活联系十分密切

的两个行业，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自己在旅行中拍摄的一些照片，

以及外出用餐的一些经历来进行导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

的学习压力。在地理课堂中引入一些贴近生活的情境，能使抽象的知识

变得更加形象，易于理解，进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 

4 走到课外，到自然中拓宽视野 
高中地理教学不应该局限于教室之中，教师还应该把目光放到课外，

放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将课内教学与课外探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学

生在自然中验证在课堂上学到的地理知识。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教师可

以结合地理教学内容，将课堂教学逐渐转为课外教学，带领学生走出教

室并体会自然，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自然中、生活中探索和发现地

理知识，并通过生活实践验证课堂理论知识，结合理论到生活中探索实

践，进而加深学生对地理课堂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例如：假期的时候，教师就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开展与学科

知识相关的调查活动，包括人们假期消费情况、影响水质的因素、本地

区主要的农作物等课题，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目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

学生探究能力、合作意识的提升。 

5 结语 
总的来说，在新课改不断推行下，应重视教学模式的创新，特别是

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应用，应结合高中地理的实际教学情况进行合

理应用，才能将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本文主要针对这几方面内容进行

分析，以此来引起岗位教师对生活化教学模式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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