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地理教学案例分析

主　编：江　晔

副主编：刘　兰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地理教学案例分析／江晔主编．—上海：学林出

版社，２０１１．１０
　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４８６ ０２２３ １

　Ⅰ．①地…　Ⅱ．①江…　Ⅲ．①中学地理课 教案（教
育）　Ⅳ．①Ｇ６３３．５５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１）第１８４４３３号

地理教学案例分析
主　　编——— 江　晔

责任编辑——— 吴耀根

封面设计——— 龚颂恩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钦州南路８１号３楼）
电话：６４５１５００５　传真：６４５１５００５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１９３号　ｗｗｗ．ｅｗｅｎ．ｃｃ）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１６
印　　张———
字　　数———２６万

版　　次———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４８６ ０２２３ １／Ｇ·４６
定　　价———２８．００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编 者 的 话

地理新课程改革推进已经有１０年了。广大一线的中学地理教师从对课程改革新理

念的懵懵懂懂到实践中的磕绊前行，踏出了一条充满荆棘但满怀希望的路。在１０年的教

学实践中，广大地理教师经过亲身实践，在课程与教学改革领域里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并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了认真地记录、总结，并化为案例。
书中一个个来自地理教学一线的案例，从地理教学设计、地理新课教学过程、地理活

动教学、地理教学媒体运用、地理复习迎考教学、地理试题编制、地理课堂管理、地理校本

课程开发、地理教育论文撰写等不同侧面，真实而又鲜活地诠释了新课程强调教学关注学

习过程、注重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学习能

力的合格公民的理念；演绎了现代地理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

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的新型角色。
这些案例有弥足珍贵的探索与创新，有令人欣慰的理念与实践，有摸索前行的艰难与

困惑，有无限畅想的守望与期盼。这些案例是课程改革的宝贵资源，也是进一步推进课程

改革的动力源泉。
我们精心挑选一些案例呈现出来，并对案例进行评析，希望将这些案例中符合课程改

革的新探索经验放大，为继续前行铺路；同时，对案例中表现出来的困惑和不足提出改进

想法，以供广大地理教育工作者借鉴与研究。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中学地理教师和高校地理教学论有关专业研究生，也可作为高校

地理师范生的学习参考用书。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与分工如下（以章为序）：第１章王琰、王婷月，第２章何燕、江

晔，第３章吴玉峰，第４章殷育楠，第５章周雪忠，第６章陈昌文，第７章裘腋成，第８章江

晔、皋万莉，第９章刘兰。
江晔、刘兰负责全书的设计、统稿、修改和定稿工作。
我们与地理新课程改革一同走来，我们对地理教学有着诸多的思考和实践，但我们仍

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学习同行的宝贵经验，为此，我们在书中引用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

究成果，选用了一线地理教师的许多精彩案例，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和编

写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受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地理教学论》资助（编号Ａ ２８０２ １０ ００１０１４）。

编　者

２０１１年７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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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地理教学设计的案例分析

教学设计，是教师为达成一定的教学目标所使用的“研究教学系统、教学过程，制
定教学计划的系统方法”。一般来说，教学设计过程包括研究课程标准、分析学生特

点、组织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等要素。在具体教学实

践过程中，它有着系统整体性、理论指导性、问题决策性、过程互动性、教师创造性等

基本特征。
地理教学设计作为对教学系统的一种预先规划和设计活动，有着它自身的优越性。
第一，有助于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地理教学设计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了

解与分析，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可以为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选用教学方法和媒

体等提供背景和依据。
第二，有助于增强地理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的一致性。教学设计本身是一

个比较完整的系统，依据系统方法进行教学设计能有效地将教学目标、过程、评价等子系

统有机结合，协调统一，保证教学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实现预先构想的教学效果。
第三，有助于显现地理教学的理性魅力。教学设计以系统方法为方法，以传播学理

论、学习理论和地理教学理论为理论指导，从地理教学规律出发，客观地分析地理教学问

题、科学制定解决问题的教学策略，能有效实施地理教学过程。因此，建立在教学理论基

础上的地理教学设计，能更好确保地理教学的科学性和教学理性。
第四，有助于提升地理教学研究水平。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地理教学设计过程

中，教学设计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使地理教学研究更贴近地理

教学实际，也可以使地理实践研究更提升理论水平。
总之，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因此，在教学

实践中，地理教师应该充分重视教学设计，并将其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１．地理课堂教学目标设计有哪些要求？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新课程改革也对教学目标的制

定提出了诸多要求，但是仍有部分教师教育理念落后，思想上不重视教学目标，在备课时

仅凭自己主观臆断设计教学目标，或是照搬参考书上相关的教学目标，更有甚者在编写教

案时根本就不制定教学目标。那么，设计地理教学目标有何要求呢？以下是人教版必

修１第二章第三节“常见天气系统”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案例。



案例１：“常见天气系统”一课的教学目标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理解锋面系统的分类，冷锋、暖锋的特点，以及它们过境前、过境时、过境后的天气状况；

２．了解低气压（气旋）系统、高气压（反气旋）系统的特点，使学生认识在它们控制下

的天气状况。
（二）过程与方法

１．通过阅读冷锋、暖锋、低压、高压等各类图，培养学生阅读识图能力；

２．通过阅读天气形势图，使学生学会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探索精神；强化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树
立应用知识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观念；

２．树立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案例来源：某地理教师设计）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教学目标制定体现了新课程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体系，但细细分析，在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１．教学目标设计中行为主体不明确。教学目标是衡量学生在教学后是否达到的预

期目标，而不是陈述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上述案例中存在多处以教师作为行为

主体的表述，如“使学生认识在它们控制下的天气状况”、“培养学生阅读识图能力”等，这
样陈述的教学目标表明了是对教师的教学要求，即要求教师达到“培养学生……”的要求，
也就意味了只要教师展示各类图，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地图，目标就算达成了，至于学生是

否达到教学目标，或达到了多少教学目标则不在要求中。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教师的“教”
转向注重学生的“学”。所以，设计地理教学目标应该采用学生为行为主体的语句，突出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反映学生在教学活动后的行为变化。这样的教学目标才能

将目光聚焦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上，这样就可以更加全面而且深刻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
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针对性的弥补，从而使教学效果更加明显。

２．教学目标笼统，缺乏可测量性。教学目标功能之一就是评价功能，它为教学评价

提供依据和准则。在上述教学设计案例中行为动词采用了“理解”、“了解”、“掌握”这些抽

象动词，但是怎样才算是学生“理解”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程度的诠释，如学生能

“分析”、“举例说明”、“解释”是不是都可以认定为理解了呢？若是的话，那么就要考虑教

学到底要求学生达到哪一点呢？行为动词是目标中最基本的成分，所以在表达教学目标

时应选用外显的、可测量的行为动词，诸如“能说出”、“能解释”、“能分析”等。有了明确的

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展开有指向性的提问、讨论、测验等各种反馈活动。

３．教学目标内容空洞。如“学会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这样的陈述缺乏与本节课相关的具体教学活动的联系，套在哪节课上都适用。

２ 地理教学案例分析



目标内容太宽泛、空洞，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的表述上，教师制定目标时欠思考，随意套用如“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提高读图能

力”等语句。如果教学设计时是随意套用的语句，在教学中往往也就忽视了这些方面的教

学，以致这些方面就成为虚设的教学目标。
４．教学目标指出过多要求。有些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会在一个教学目标中包含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学要求，这会对教学评价造成一定麻烦，学生能够“理解锋面系统的

分类，冷锋、暖锋的特点”，但不一定能够“理解它们过境前、时、后的天气状况”。所以在设

计教学目标时，尽量将两个层次的要求分开，分别检测学生的学习结果。
针对以上分析中指出的问题，可以作如下的改进。

案例２：“常见天气系统”一课修改后的教学目标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通过读“锋的形成”图，说出锋的形成原理；区分冷锋和暖锋的形态特征；

２．观看“锋面移动过程”动画，尝试用表格归纳冷、暖锋过境前、过境时、过境后出现

的天气现象和天气变化；
３．能运用锋面活动原理分析我国一些典型的天气过程；

４．通过阅读“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１２时世界海平面的气压分布”图，学生能够区分高

低气压天气系统；
５．运用读北半球“气旋与天气、反气旋与天气”图，分析低气压（气旋）系统、高气压

（反气旋）系统的特点以及对天气的影响。
（二）过程与方法

１．通过比较判读冷锋、暖锋、气旋、反气旋示意图学习，形成判读这类原理示意图的方法；
２．在北半球“气旋和反气旋的气流”图学习基础上，能自主画出南半球气旋和反气旋

气流示意图，提高知识的迁移能力；

３．结合寒潮案例，讨论天气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惯；
４．在上网搜集、讨论“锋面系统与灾害性天气”活动中，体会利用网络等媒体收集、提

取、分析、概括地理信息的研究过程；

５．根据简易天气图，用所学知识播报天气预报，探究天气变化的过程，准确解释引起

当地天气变化的天气系统，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过程，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
２．通过天气系统的学习，认识天气与人类的生产和活动的密切关系，形成热爱生活、

热爱科学的思想情感。
（案例来源：作者修改、整理）

修改后的教学目标从课标、教材内容、学生三方面综合考虑制定，有机整合三维目标，
在“知识与技能”中明确了锋面系统的基本地理知识，在“过程与方法”中通过各种教学活

３第１章　地理教学设计的案例分析



动，让学生体验天气变化的原理及过程，并且能够预测天气。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最终达到

关心天气变化，热爱生活的情感。

１．教学目标表述的行为动词外显化，行为结果可测化，能有效达成对教学目标的评

价。该教学目标采用“说出锋的形成原理；区分冷锋和暖锋的形成特征”、“尝试用表格归

纳……”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能更好地发挥教学目标的调控功能及评价功能。布鲁姆在

《教育目标分类学》中指出，“有效的学习始于准确地知道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对目标来说，
最终要用学生外显的行为来描述，目标必须清楚、具体、可操作”。

２．重视地理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之一。
地理学习能力是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读简易天气图也是公民必备的

地理知识。该教学目标的“过程与方法”注重培养学生搜集地理信息、整理地理信息、分析地

理信息的能力。比如上网查找与锋面系统有关的灾害性天气活动，学生需要先内化锋面系

统的知识，才能选取有效地理信息并整理与同学交流。学会读简易天气图也是公民必备的

地理知识，学生要能根据简易天气图，用所学知识播报天气预报，探究天气变化的过程，由此

可以看出，学生需将所学理论知识去解释并预测天气，综合分析地理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能

更加了解地理过程并把所做的分析和观察综合为一个有因果关系的连贯解释。

３．体现多元智能理论。霍华德·加德纳博士指出，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单一

的，主要是由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
我认知智能、自然认知智能等组成，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优势组合。比如观看“锋面

移动过程”动画，要求学生根据北半球“气旋和反气旋的气流”图，自主画出南半球气旋和

反气旋的气流的图，用演示的方法说明地理过程，用画图的方式展示地理过程，从而培养

学生的空间智能。“讨论天气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学生根据自己切身感受谈天气与人类

的关系，让每个学生有话可说，在与同学交流中，培养语言智能和人际智能。
除此以外，设计教学目标时还应该要注意其他的一些要求：

１．把握目标的层次性。一堂课中的知识内容有很多，有些事实性知识只要求学生识

记，有些概念性知识需要学生理解，有些原理性知识则需学生理解并且应用甚至更高要

求。所以在制定教学目标前，准确把握好各知识内容的层次要求，使教学目标的表述反映

学习结果的层次性。如可按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设计一张知识水平双向细目表，罗
列出所有知识内容并对其进行类别化处理，再进一步层次化处理，表述时运用合适的行为

动词，如《常见天气系统》的知识水平双向细目表。另外，修改后的目标陈述中“通过读‘锋
的形成’图，说出锋的形成原理”，其中对锋的形成只要求达到“说出”，只是停留在较低水

平，对于原理知识应该要重在较高的理解或应用水平，根据双向细目表，这条教学目标可

以这样表述：“通过读‘锋的形成’图，解释锋的形成原理。

表１．１　《常见天气系统》一课知识内容认知水平双向细目表

知　识　内　容
认 知 目 标 层 次

识记 理解 应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锋面的概念和分类 √

冷锋、暖锋的形成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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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知　识　内　容
认 知 目 标 层 次

识记 理解 应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冷锋、暖锋和准静止锋过境前、过境时、过境

后的天气状况
√

灾害性天气与锋面活动 √

高压、低压系统中大气运动的特点 √

高压（反气旋）、低压（气旋）控制下的天气特

点及在我国的表现
√

　　２．关注目标的发展性。注重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新的国家《地理课程标准》贯穿始终

的一条主线，教学目标的发展性充当着首要任务。每堂课的教学目标要有层次性之外，学
期开始到学期结束的相关内容的教学目标在内容和水平上也应该有不断提高的要求。前

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

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

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目标的要求

变化应体现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上，如当某种落在最近发展区的读图技能基本掌握后，教
学应该设计更高的目标要求，让学生不断拾级发展。

３．洞悉目标的动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学目标是在解读了课标、吃透了

教材、分析了学生等情况下在上课之前制定的。但是课堂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学习空间，
学生各自的生活经历、知识储备都不同，在课堂进行中往往与事先设定好的教学目标会有

出入。所以在设计教学目标时要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将“预设”备充分，才能对“生成”得
心应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能够及时应变，对于学生反应慢不理解时，可以适当降低、
拆解教学目标；对于主动寻求知识的学生，可以适当提高教学目标，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使每个学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２．教学设计如何从学生实际出发？

高中地理教材中的一些内容并非是学生生活中熟知的，这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困难。所

以，教学设计时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增强他们对地理内容的感性认识？在课堂教

学中，师生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怎样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带着以上问题，我们

来阅读下面的一个教学案例，分析该案例是如何考虑的，其教学设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案例：“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教学设计（部分） 　

一、教材分析

本课题选自高中地理（鲁教版）必修２。本节课教材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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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如何影响农业地域类型的形成，为学习世界主要农业地

域类型奠定基础。其次，分析世界主要农业地域类型的特点及形成条件。最后，分析农业

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二、设计思路

选择学生熟悉而又具有说服力的案例材料，根据案例材料指出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

并对其进行分类，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适时总结。对于区位因素中的动态部分，尤
其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教师导学和讲解相结合为主。案例的

拓展以及新案例的引入，有利于知识的迁移，以便学生对知识进一步熟悉与巩固。
三、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指导部分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提前一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父辈了解当地农业生产

情况，以及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老百姓的饮食特点，从中体会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二）问题引领

展示山东牟平政区图，学生在图中找到自己家的位置；学生自主学习１５分钟，解决以

下问题：（１）农业生产的特点；（２）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３）亚洲水稻种植业的区位条件

及特点；（４）举例说明农业生产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三）教学活动

１５分钟后检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１．农业生产的特点

【材料一】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它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百姓的餐桌

上，根据同学们调查的情况，你能说一下牟平普通人家春节期间餐桌上的饮食都发生了哪

些变化？（分两个时段从主食、蔬菜、水果等几方面回答）
教师根据学生答案进行归纳：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主食主要为馒头、水饺；蔬菜是白

菜、萝卜；水果是苹果；现在：主食除了馒头、水饺，还有速冻汤圆等；各种时令蔬菜、水果

都能找到。
教师提问：百姓的餐桌与农业生产是息息相关，根据以上材料小结农业生产的特点。
小结：馒头———面食，苹果———北方暖温带、丘陵地带，地域性；白菜、萝卜、苹果———

秋收冬储，季节性、周期性。

２．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

思考探究：根据百姓餐桌的变化，你能分析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影响农业的因素有哪

些？而如今百姓餐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丰盛呢？（学生讨论、展示）
小结：从材料可看出七八十年代影响农业的因素主要是自然条件（气候、地形等）；如

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销售市场扩大，也丰

富了百姓的餐桌。
归纳总结：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自然条件：气候、水源、土壤、地形；社会经济因素：

市场、交通、政策、劳动力、土地价格、资金；技术条件：冷藏、良种、化肥、机械。
拓展引申：分析谚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

年”，假如你是一位农民，对你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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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农业区位条件的变化

【材料二】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烟台苹果质量好，销路好，当地农民大面积种植，９０年

代末，烟台苹果大量滞销，农民纷纷改种其他作物，分析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

某农民对市场进行了考察，发现荔枝和樱桃的市场销路好，价格较高，他通过网络了解

查看农产品的市场行情，并咨询了专家，决定采用温室大棚种植樱桃。结果他的樱桃上市

早，质量好，价格高，收入比别人多出两倍多。假如你是专家，你会对他进行哪些指导呢？

提问：以上材料说明农业区位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

总结归纳：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自然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逐渐衰减，社
会经济和农业技术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对农业生产品种和规模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
承转：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因此不同地区就形成了不同的农业

地域类型。

４．亚洲水稻种植业的区位条件及特点

展示世界水稻种植业的分布图，据图回答，亚洲水稻种植业主要分布区。展示亚洲气

候图、亚洲地形图，结合课本材料，分析亚洲水稻种植业的区位优势。
【材料三】　李守银家住在江淮平原上．全家６口人，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

孩子。李守银承包了８块地，共０．５公顷，农活主要由他和妻子来做。他家与另外一家村

邻共同购买了一头耕牛、一台水泵、一台电动脱粒机。其他小型农具每家自备。一般情况

下，李守银用０．３公顷田种植双季稻，０．１公顷田种单季稻，０．１公顷种其他作物。他家每

年约收入稻谷３８００千克（双季稻产量为１０５０千克每０．１公顷，单季稻产量为６５０千克

每０．１公顷），其中２５００千克留作家庭口粮、饲料用粮及上缴公粮，其余的１３００千克到

市场上出售。
探究：李家水稻生产的商品率（出售稻谷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用％表示）是多少？

归纳：从李家水稻经营看出亚洲水稻种植业的生产特点有哪些？（学生讨论、归纳总结）

５．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农业生产在改变人类食物来源和结构的同时，也强烈地改变着环境。引导学生了解

农业生产对地理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承转：农业怎样才能与地理环境保持协调发展呢？

【材料四】　我国某地处于人口稠密的丘陵山区，最冷月气温大于４℃，年降水量约

１０００ｍｍ。由于滥砍林木，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人均年收入不到２０００元。请你为该

地区设计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可保持生态环境，又可使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讨论、总结：发展立体农业，以林果业为主（柑橘，毛竹等）；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增

加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发展沼气，营造薪炭林，解决本地区燃料不足的问题，保护生态。
……
（案例来源：“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教学设计，《地理教学》２０１０年第８期，作者山东

省牟平第一中学王维霞，有删减）

王维霞老师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思路清晰，结构合理，重点难点处理得当，较好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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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课程的教材观、学生观、学习观。具体表现如下：

１．充分利用生活实例，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农业区位这部分内容理论性较强，教师若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整个课堂教学会显

得枯燥而又乏味。王老师对教材内容实施二次开发，注重从学生生活世界出发，选取学生

身边的地理现象和生活中的地理问题，将它们引入课堂教学。如牟平普通人家春节期间

饮食变化、烟台农民农作物种植选择、李守银家的农业生产现状等具有真实情景的材料呈

现在学生面前，能够唤起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生活视角，使学生体会到地理学与日常生

活的密切联系；教学设计中“为我国某地山区设计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为当地农民脱

贫致富”的学习要求有助于让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体现了“关注贴

近学生生活的地理”新课程理念。
由于知识本身就是生活经验的积淀与抽象，所以教学应该是让科学知识生活化的过程，

让科学知识回归生活经验的过程。因此，新课程要求教师在分析教材的基础上，具备灵活处

理教材的能力，力求让教材定论性的地理知识变得生活化。教师若能将地理知识与生活环

境结合起来，让学生走进生活学习地理，就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地理学科的价值与魅力。

２．以学生为主体，把课堂还给学生

传统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中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学生是被灌输的对象。在王老师的教

学设计中可以看出，教师的讲授内容有限，教师主要扮演了组织者、指导者的角色，把课堂

的大部分时间和话语权交还给了学生，由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充当起知识构建者。如本

节课的前半部分，教师通过问题引领的形式让学生带着问题自主学习，教师给予学生１５
分钟充分的阅读教材和思考时间可见一番。而在其后的材料分析的教学过程中，无论是

在引导学生说出农业生产的特点，还是分析农业区位条件的变化等方面，教师遵循了知识

的发展规律和学生的认知需求，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自觉参

与课堂，并在阅读材料中提取有用的地理信息，加以思考和分析，通过交流讨论总结特点。

３．为学生搭建学习支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对当前教学改革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本节课的设计中，体现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架式教学思想。

所谓“支架式”教学（也称为“脚手架式教学”或“支撑点式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是
指通过提供一套适当的方法来帮助学习者理解特定知识、建构知识意义。其中，学生以

“学”来积极主动地建构自己的“建筑物”，而教师的“教”用以建构“建筑物”必要的“脚手

架”，是用来把学生的认知引导到更高水平。从支架的表现形式来看，常见的学习支架可

以分为范例、问题、建议、工具、图表等；从脚手架所提供支撑的功能出发，又可分为四种类

型：信息铺垫型、问题型、元认知型、操作型；根据学生认知发展特征，也可分为背景支架、
直观支架和能力迁移支架。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在很多地方为学生认识农业区位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提供了学习支

架。如“材料一”为学习农业生产特点，“材料二”为理解农业区位条件变化，“材料三”为认

识水稻生产商品率提供了信息铺垫支架。因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和生活经验中都缺乏这

方面的基础，而没有认知基础是难以自主建构起对新知识的认识，所以这些感性的事实材

料为学生理性认识搭建了支架。再如，在关于“农业生产特点”内容教学时，设计了“根据

８ 地理教学案例分析



同学们调查的情况，你能说一下牟平普通人家春节期间餐桌上的饮食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分两个时段从主食、蔬菜、水果几方面回答）”的问题，其中“分两个时段从主食、蔬菜、水
果几方面回答”的问题补充，是一种问题支架，有了这一补充，学生思考问题的思路就集

中在地理视角中。
随着教学逐渐进入尾声，教学设计了“为某山区设计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探

讨活动，力图把学生的认知引导到更高水平。由于一方面有前面的学习内容为基础，另一

方面学生的父辈基本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学生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因此，探究活动有可

能开展起来。如果教学对象是对农业生产特点不甚了解的城市学生，这一探究活动的开

展就需要教师为他们搭建一些支架，如什么是立体农业、沼气、薪炭林，该地区土壤条件怎

么样，林果业（柑橘，毛竹等）生产有什么特点等基本信息，否则最后的探究结论就是教师

得出，而不是学生自己建构的。
总体而言，整节课的教学设计以课程标准为依据，运用教材但又不拘泥于教材，引导

学生主动探究而不依赖于教师传授讲解，培养学生灵活应用知识而不满足教材现成的结

论，这些也正是新课程理念所要求的。

　　３．怎样组织地理课堂教学内容？

许多教师设计教学内容时循规蹈矩，框死在教材中，教师虽然省事但是学生上课无

趣，课堂效果变得低效甚至无效。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已不再单单是教材的使用者，更是

教材的开发者和研究者。教师对教材创造性的开发也是教师专业化的一种体现。

案例：高中地理“全球变暖”一课教学内容组织 　

一、问题导入

通过“新西兰葡萄酒业的春天”、“图瓦卢的举国搬迁”导入全球变暖的探讨。
二、新课过程

◆ 争议一：全球是否变暖了？

图１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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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正方证据：
设问：图２气温变化曲线是全球变化

最权威的组织ＩＰＣＣ绘制的。横坐标表示

年份，纵坐标是什么含义呢？

设问：你能从这个昵称中，看出正方

的观点吗？

设问：大家能否从图３中的年代及英

语的图例，大致推测一下，虚线与直线分别

是依据哪类数据绘制的吗？

过渡：反方就是首先从数据取样方面

开始质疑的。反方证据见图４。
通过罗列、分析正反方不同的证据与结论，最后引导出全球变暖的时间尺度与空间范

围的界定。正反方不同的证据与结论如图５。

图４ 图５

◆ 争议二：百年间地表气温上升是否主要由温室效应引起？

设问：但是反方就是在这幅作为正方最有力证据之一的图表里提出自己看法的。是什么呢？

教师引导：为什么图６中的ＣＯ２浓度标示线每年急剧升高，然后又下降？存在明显

的季节变化呢？

图６
　

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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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罗列、分析正反方不同的证据与结论，最后引导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多因素影响下

的复杂现象，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百年间地表气温上升主要是由温室效应引起的。正反方

图８

不同的证据与结论如图８所示：

◆ 争议三：温室效应是喜还是祸？

组织学生读图完成“思考与实践”中的

相关表格，了解温室效应引起的变暖存在区

域上的差异性；另外组织学生讨论上海在全

球不同程度变暖背景下的状况，使学生感受

到温室效应变暖存在程度上巨大差异。

◆ 总结：
我们通过探讨３个争议，大致了解了涉

及气候变暖的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对于这个

热点问题，尽管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至少

我们可以感受到科学研究的艰巨性与不确定性。敬佩于科学家们攀高山、涉冰洋，在十分

恶劣的环境下，寻找着各种证据，帮助我们了解气候的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

◆ 思考与拓展

既然百年间全球变暖是事实，但是否是温室气体引起的，有喜还是有祸还没有完全定

论，那为什么世界各国就开始广泛采取针对减缓“温室效应”的措施了呢？

◆ 结束语：
人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当人为因素到达了某个临界限度，改变了自然过程，就

可能引起环境突变，那时必然会对人类自身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关注气候变化，关注人

与气候的关系，当是现代人应有的现代意识，当是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

（案例来源：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殷育楠设计）

“全球变暖”是上海高中地理教材“专题１２人类活动与气候”中的第一个标题内容。
从知识脉络来看，课文从含义———表现———原因———影响———对策分别叙述，脉络清晰，
这些也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内容。从容量来看，教材给出了大量的图片、数据和相关的案

例，以便学生分析、思考。从难度来看，内容难度不大，并没有抽象的概念。但是对于“全
球变暖”是科学家不断探讨的课题，也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生对这个词并不陌生，
如果只是按照书上的内容让学生了解全球变暖的基本知识，这只能完成知识目标与技能

目标或过程与方法目标，不能很好地使学生培养全球环境意识，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达成

共鸣。事实上，这一专题正是注重让学生关注人类与大气环境的关系，认识科技发展的阶

段性、科学研究的思辨性；引导学生关注同一地理现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某一因素的

变化可能引发多种影响；并从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的精神。
殷老师紧跟课改理念，以《课标》为基准，仔细研读教材，根据自己学生情况，按照地理学的

思想，对教材进行大胆的处理。
首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体现了浓浓的地理味。《课标》中指出：学会地理思维，了

解研究（探究）地理问题的基本过程和手段。众所周知，地理是一门思辨性强的科学，课堂

１１第１章　地理教学设计的案例分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