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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图，作为地理知识的第二语言，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与地理课本的文字相比，地图具有突出的表现性，它把各种自然地理现

象和人文地理现象具体化、形象化，让学生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是 直观、 简明的地理“书”。那么这本“书”是如何在师

生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又会取得什么样的收效呢?下面是我在日常教学中捕提的几个镜头和地理教研组的一些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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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距离上课还有 5 分钟，按照惯例我来到教室着手课前的准备工

作。今天新授的内容是认识和了解俄罗斯的自然环境(范围、地形、气候

等)，我依照惯例在黑板上准备着这节课所需的俄罗斯地图。和往常一

样，，黑板前又聚拢来不少的学生。 

“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俄罗斯吧?” 

“老师，俄罗斯可真够大的，东西几乎跨 160 度的经度。” 

“老师，我看资料介绍俄罗斯的前身是原苏联，面积比现在还要大得

多。”    “老师，这条叶尼赛河应该再偏西一点画。” 

“老师，贝加尔湖的位置是不是还应该往南一点?” 

“不对吧，你好好看看地图册!” 

“老师，这张图上的纬线让我来画好不好?” 

“老师，为什么俄罗斯土地面积大部分在亚洲，可是自古却是欧洲国

家?”…… 

我一边应和着学生的问题，一边和学生探讨着，争论着，同时在学

生的参与下共同完成着黑板上的地图，这时，上课铃响了。 

反思:，以地图为媒介，课前短短几分钟师生间的交流，看似无关轻

重，实则为教师后面的课堂教学能否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通过师生合

作绘制出这节课所需的地图，不仅能建立起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

和学生在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共同探讨的过程中，使学生感到老师既是

他们的师长又是他们的朋友，同时学生还意识到地图在地理学习中的重

要性，明白学习不仅是一个接受的过程，还是一个参与的过程。 

教师刻意创设课前的师生互动这一情境，是想进一步验证教学是一

个师生交流的过程。没有交流的学习是沉闷的、无效的；同时教学又是

一个师生合作的过程，没有合作的学习是单调的、无趣的。新的地理课

堂教学是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交流合作、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过程，

这种交流体现在:教师倾下身子和学生共同探讨，争论、辩论、求真；而

合作体现在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生共同去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这种交流和合作不仅仅在课堂上，应在和学生相处过程中随时随地

的进行，这样教学才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地理作为一门以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学科常常需要将具有时空和

地域因素的复杂事物表示出来。教师在教学中对地图的使用，引导学生

读图、识图、 终学会画图，在地理教学中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它可以

把抽象的内容，如地理事物在空间的分布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更

加直观化、形象化，如何让抽象的地理知识与具体图像相结合，突出地

理学内容、空间、地域分布的特点，起到语言文字难以表述的作用。 

地理教研组的一些具体做法。 

多年的实践、讨论、改进、反思，再实践、再讨论、再改进、再反

思，我逐渐摸索出一条体现学科特色的“一生一本、一课一图” 佳教

学模式。 

具体做法：（1）学生设置绘图本，要求学生将课本出现的图和教师

布置的图收集在这本画图本上，便于老师定期进行批改检查，利于学生

观察自己的学习过程和结果，从而促进学生画图习惯的养成和自我成长。 

（2）展览往届学生的优秀作品，激发地理绘图信心和兴趣。加强对

学生绘图过程的指导，循序渐进地培养绘图习惯。采用多样的表扬鼓励

形式，学生的绘图通过大屏幕进行展示，师生共同点评，从而逐步培养

学生的绘图兴趣，提高读图能力，养成良好的绘图习惯。 

（3）鼓励学生代替老师课前板图。经过初一第一学期的示范、指导、

训练和不断点评，学生掌握了绘图的方法，各班涌现出一批绘图高手，

成为先锋和榜样，带动着全班的绘图活动。到初一第二学期的区域地理

绘图，学生能主动代替老师，走向讲台，完成课前的板图。 

通过向初一新生展览往届优秀学生的作品，激发学生的绘图兴趣；

通过教师示范、学生优秀作品展示、学生板图等绘图过程的指导，循序

渐进地让学生掌握绘图技巧，再通过绘图后的知识点整理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归纳能力和自学能力。如今，我们的绘图本已成为学生

预习、绘图、知识梳理、错题修改等综合学习的工具，在地理学习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得到领导、社会和家长的肯定和好评。 

今年五月，初一级部举办了“小组合作  妙手绘世界”活动。此次

活动初一级部全体学生全员参与，按照活动具体要求，小组成员各负其

责、默契合作，精描细绘、完美呈现，绘图能力明显提高，从中可见我

们的绘图教学效果显著。绘图结束后，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评委团评选

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张贴展示在室外走廊的墙面，供同学们参观学习。

此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锻炼了绘制地图及读图的

能力，提高了学生在团队活动中主动参与的意识。 

另外动手制作教具也是不错的方法。教具直观形象，学生亲手制作

教具，可以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加深对教材

知识的理解。初一新生刚刚踏入中学校门，初学地理就遇到了不易理解

的地球和地图知识，为此我们每年都给学生布置简易地球仪和等高线模

型的制作，并挑选出有创意的、优秀的学生作品摆放在地理活动室，让

学生参观学习，取得良好效果。 

请老师用手中的那支粉笔，送给学生一对地图的翅膀，让学生自如

地遨游地图和学习兴趣， 大限度地挖出学生的潜能。让单调沉闷的课

堂气氛活跃起来地学科真正成为提高学生练合素质的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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