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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curriculum reform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integrating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model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o	enhanc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and	a	field	
of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related	
to problem based teaching models are gradually being applied 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with problem based teaching in actual high school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problem” 
principle,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 solving", based on geography teaching, and combining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ways of promot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problem-based teaching in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ers’ problem-base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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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下的高中地理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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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课程改革在不断推进，将问题式教学模式融入高中地理课堂，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意识成为近几年教育
领域热门的研究问题和争相实践的领域。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问题教学模式相关的理论和策略逐渐应用于高中地理教学
中，然而实际高中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论文论述了有效的“问题”原则，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出
发，基于地理学科教学，结合实例探讨在教学实践中问题式教学促进学生学习的途径，以期为高中地理教师问题式教学实
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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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以培养人的高阶能力为导向的全球性教育改革，

学生学习知识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书本与现实社

会、理论与生活经验、知识与真实情境的动态融合 [1]。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要让学习者介入对于事物、问题的探索和认

识过程中。2018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实施建议中，将“重视问题式教学”作为教学建

议之一在全国推广 [2]。然而随着新课改的进行，在实际课堂

中，问题式教学的实施出现了很多困扰，比如：如何创造真

实的问题？如何将问题融入真实的情境？如何在教学过程

中融入地理核心素养？问题设置在什么时候能适当地推动

学生课堂上的思考？过多的问题是否会导致学生的误解？

从这些困惑出发，论文简要分析了地理问题式教学的内涵，

并结合实例简要分析问题式教学在高中自然地理教学中的

应用。

2 地理问题式教学概述

2.1�有效问题的界定

课堂中有效的问题是指不确定的、决策可能会出现困

难的“问题”，学生会感觉到这个“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

是值得去回答的。有效的提问可以促进学习者对于新知识的

理解。学生中如果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回答，那就不能构成一

个真正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新手教师尤其是实习老师

通常会问“是不是”“对不对”“听懂了吗”，学生常常厌

倦这种提问方式，问的次数多了学生对于问题就会产生疲

倦。有效的问题应该是能激起学生的兴趣，能引发学生思考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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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复杂性
有效的问题应该是复杂的，问题复杂性受很多因素的

影响，比如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基本概念很多，或是问题涉及

很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从地理学科而言，地理事物的复杂性

在于涉及时间、空间的综合性，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相互

影响。问题的复杂性不仅直接影响了学习者对问题的理解，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会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2.1.2 动态性
有效的问题应该是动态的，动态是指教学中的问题要

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改变，不能照搬传统的问题。尤其对于

地理学科而言，研究对象是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都不是一

成不变的。并且随着新高考的改革，高考对学习者的要求越

来越高，地理试题讲究依托情境出题，这些情境通常错综复

杂，且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根据不同的条件转换成不同

的问题。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多向学生提问动

态的、新颖的问题。

2.1.3 情境性
情境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了时间、空间。有效的问题

强调情境性，是想要教师设问时多从生活情境出发，多挖掘

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让学生从真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

题，尤其是现在未成年人各种生活经验的十分缺乏，更需要

教师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挖掘有趣、开放的问题。跟情境有关

的问题可以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并可以随着教学情境的时

间、空间改变而一起改变。

2.2�问题解决的过程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者通常会先回想起以前所

遇到的问题，首先的认知活动是进行分类，在分类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会开始建构跟问题有关的概念，学生已有的概念是

学生理解问题的前提。问题的分类对于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至

关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学习者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类问

题，而初学者往往会基于问题的表面进行错误的归类，也就

更容易犯错。利用已有的概念将问题分好类后，问题解决者

还需要了解问题中的这些概念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概念

之间是否存在逻辑结构关系，而就地理学习而言，概念之间

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因果关系，尤其是高中地理，基本上都

是由果导因，解释某项地理事物存在的原因，因果关系包含

了一系列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结果，学习者通过因果将地理

事物和地理概念相互关联，是所有思维认知的基础，笔者认

为因果关系也是问题解决过程中最有效的一种分析方法。

2.3�问题式教学的含义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将问题式教

学定义为：用“问题”整合相关学习内容的教学方式 [3]。“问

题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和教师合作交流来

探索和解决一些不良结构的真实问题情境，以完成知识建构

的一种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方式。问题式教学的原则主要为四

个方面：一是创设真实情境，与生活有关的真实情境；二是

问题导向，全程有问题贯穿；三是学生主体，学生成为教学

的主体，参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四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问题式教学”的出发点在

学生，以问题为载体，通过让学生解决问题来完成学习，可

以提升学生思维水平，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一方面，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动参与性，所

有的问题都是由参与者、活动和情景的互动产生的，在问题

式教学活动中，学生可以通过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解

决等一系列过程提升开放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另一方面，

让学生有目的地进行学习，通过设置问题情境，让学生以问

题为目标，问题越真实越有效，学生为了解决问题就越需要

去了解问题发生的背景和相关概念，目标也就越明确。

3�基于问题式教学的高中地理教学策略

3.1�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问题通常是有具体发生情境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时

无刻不在解决问题，所以对于学生来说问题解决是最真实

的，是与学生日常联系最紧密的学习活动，因为在具体问题

情境下建构的知识不是非此即彼的答案，学生更容易理解，

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的，教师创设地理问题情境需要基于

真实生活，使问题情境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激发学生的探

究欲望，驱动学生主动探究，这就需要教师多去了解学生

基本学情，从学生的视角出发，了解学生的认知结构。对

于地理这门学科，很多地理概念和原理跟生活息息相关，例

如自然地理中关于“地球上的大气”这一章节中的很多知识

点就可以和生活经验很好的有机结合，在学习大气散射知识

点时，教师可以提问学生“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天空是蔚蓝色

的？而早上和傍晚看到的霞光却是红色的呢？”，引导学生

利用地理视角去观察生活，体会地理视角的价值。教师创设

具体问题情境还可以通过钻读教材，地理教材中往往会有非

常经典的案例，结合经典案例，可以再让学生从中选取某些

素材进行深加工，通过新闻、网络、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

让学生“更新”经典案例，引起学生的兴趣，又为学生进一

步的学习提供更深刻的素材。

3.2�设置问题链条，落实地理概念
“问题链条”是教师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针对

学生学习过程中将要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困惑，基于学生的已

有知识或经验，将教材知识转换成层次鲜明、具有系统性的

一连串问题，是一组有中心、有序列、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

的问题 [4]。一堂课中有关联的问题链条提出应该有中心问题，

中心问题的确立需要明确这节课核心概念，然后以核心概念

相关知识点作为核心问题的来源，提出能够指向地理学科关

键能力和地理思维的问题。例如对于地貌形态这节中的流水

地貌相关知识点，实际上任何地貌的形态塑造都离不开动力

条件和物质来源两个核心概念，教师可以以此设置相关核心

问题，以此来串联河流的上、中、下游的动力条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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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流水侵蚀、流水堆积地貌，再分别以上、

中、下游的具体景观提问，落实概念的学习。教师需要根据

中心问题，引申出其他子问题，循序渐进地把所有知识点通

过问题的形式串联起来，并且对于复杂的问题，教师还要化

繁为简，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此外，

其他问题的设置要有层次性，要保证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都

能参与进课堂的问答环节中来。教师在设计一系列核心问题

的子问题时，要注意设问方式，让问题链更有前后逻辑。

3.3�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不仅只有教师能提供问题，新课标在“地理问题提出”

环节强调考虑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提出地理问题 [5]。

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思考的过程、在教师创设的情

境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疑问，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鼓

励学生提出问题。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可以在提问的过程中体

现。教师需要及时给提问的学生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反馈，

不然很容易打击他人对于提问的热情。无论问题的好坏，教

师都需要将学生的问题引导到问题的核心本质，提出有价值

的问题，让学生可以形成很好的答题方向，促进学生良好的

问题意识的形成。

3.4�元认知提问策略
元认知提问是一项重要的元认知活动。元认知提问策

略就是指在地理学习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策略性提问来

引导学习者反思自己的认知和元认知活动。在学习者自我管

理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他们能够发现自身知识的不足而且通

过提问来弥补这些不足，他们就 能更有效地学习。元认知

提问主要集中于问题解决的过程。例如在学习开始阶段提问

学生“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的

目标是什么？”；在问题推理过程途中提醒学生，“我们是

否在向结果靠近？”“我们推理的方向正确吗？”；在学习

结束后询问“这次学习的方法奏效吗？”“下次还需要做出

什么改变？”通过一些引导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的学习。

3.5�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拓展问题情境
地理信息技术飞速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地理情境，为

地理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地理一线教师能利用各种技

术帮助被困在课堂里的学生更深刻地体验直观、实时、生动

的地理事物。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地理信息技术教学优势，利

用遥感影像技术，创设实践问题情境，绘制学校操场地图；

可以利用百度地图中的“3D 地球”等软件，直观地展示某

处地貌的 3D 图片，如教师在讲授流水地貌过程中，就可以

利用3D地图展示长江上中下游典型的地貌景观和3D图像，

加强学生对于这类描述观察类地理事物的直观认知 [6]。

4�结语

高中地理教学中，问题式教学方法可以在帮助学生理

论知识的基础之上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是在课堂教学

中实现提升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高效方式之一。问题情境具

有真实性，学生只有在面对真实而复杂的地理问题时，实现

地理思维能力和地理实践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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