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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具对培养高中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的意义和应用
文珊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中国·云南�昆明�������

摘要

随着新课标中地理核心素养的提出，要求学生拥有更高的地理实践力。然而，中国目前基于地理学具的地理实践能力培养研
究鲜有报道。因此，论文从地理学具的角度去探索培养高中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的意义及应用，以期为高中生地理实践力核
心素养的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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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年版）》提出了要更多

地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的要求，它把课程知识内容与学生

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实验能力和动手实践能

力完整地结合起。一方面要求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的能力，

另一方面又要能提高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段

玉山 >��教授曾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年版）教师

指导》一书中表示：“学生学习知识是要能‘行’出来，而

不是只做知识的‘储存器’。>��”地理学具的使用和制作过

程能充分带动全班学生共同参与这项活动，使学习不那么枯

燥，地理知识点也不那么抽象。

2�地理实践力

作为地理学四大核心素养之一的地理实践力，主要指人

们在户外考察、社会调查和模拟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

备的行动能力和品质。户外考察、社会调查和模拟实验是地

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高中课程特有的学习方式，通过

这些方式培养高中学生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实

验能力和动手能力等。最终让高中学生具备地理实践力，能

够运用工具完成实践活动，对地理实践活动充满兴趣与激情，

用地理人的眼光认识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更好地在真实情

境中观察、感悟、理解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增强社

会责任感。

3�地理学具

温朝晖《优质学具服务教育》一文中定义学具为“供

学生按照教学要求进行动手加工组装或操作的基本材料和器

具”>��。笔者将地理学具大致分为五类：地理象征学具、地

理形象学具、地理电化音像学具、地理模拟实验学具和地理

自制学具。通过五种类型学具的合理搭配、高效使用，达到

提高高中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的目的。论文从不同类型学具

对地理实践能力提高的意义以及如何应用地理学具来培养学

生的地理实践能力两方面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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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理学具对培养高中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的�

意义

4.1�应用地理象征学具，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地理象征学具即以惯用符号来表示地理事物和现象分布

的学具，如地图、地球仪、黑板地图等。在地理教学中，通

过地理象征性学具让学生观察并确定地理事物的地理位置，

使学生获得地理分布的知识。当讲到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时，

只有让学生从图中观察，才能真正了解、掌握其他的位置、

知道它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4.2�应用地理形象学具，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地理形象学具主要表现地理事象的形象及数量，如图片、

黑板绘画、图解及统计图表等。形象学具有利于高中学生凭

借感性材料从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将感性知识转化为

理性知识，并从中总结出地理事象的规律特点，实现思维的

飞跃。要利用好地理图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必须充分

研究每幅地理图像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围绕这些地理图像

确定有效的能力培养目标，创设有效的地理问题，反复试验

逐步完善，最终达到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使学生的思

维能力培养效果最大化。

4.3�应用地理电化音像学具，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地理电化音像学具即应用影像和声音的方式以表示地理

事象的形象，如幻灯、投影器、录像、电视、地理电影及电

子计算机等。电化音像学具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具有巨大

的表现力，能够形象具体地再现各种事物、现象、情境、过程，

又不受时间、空间、宏观、微观的限制。通过电化音像学具

可以将教材中的各种美直观地呈现出来，加上电化音像学具

特有的构图美、色彩美和音乐美，可以更好地发挥审美教育

的作用。

4.4�应用地理模拟实验学具，培养学生实验能力

地理模拟实验是指采用某种实验方法，借助一些实验仪

器、设备、模型来模拟自然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产生、变化、

作用等的实验。地理模拟实验学具就是在此过程中运用到的

工具，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某些自然地理事物和地理现

象的变化过程，对于阐释自然地理原理，激发学生学习地理

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模拟实验是

体现地理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模拟实验的形成、进行，

直接影响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的提升。例如，地球运动、大气、水、

地形塑造，基本上这些方面都需要地理模拟实验学具的配合，

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4.5�应用地理自制学具，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自制学具是教师、学生、家长等人员自己用手工作业的

方式制作的学具 >��，如测角器、日晷等。让学生参与到自制

学具的过程，就是帮助学生分析理解地理知识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5�地理学具对培养高中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的�

应用

5.1�合理搭配，高效应用

在现代课堂中，可以选择的学具多种多样，单一的学具

作用有限，因此使用时要注意多样化学具搭配使用，但并不

是多多益善，要秉承“在精不在多”的原则，结合学生的个

性化学习需求，合理搭配，高效使用，真正实现按需学习的

教学要求。通过多种学具合理搭配，高效应用，既能丰富地

理课堂的教学资源，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从而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如在学习地球自转的意义时，

可先借助微课这一电化音像学具拓展学生的地理知识，丰富

学生的学习资源，再利用地球仪、手电筒等学具，演示地球

自转的意义之一就是引起昼夜交替，昼夜交替的表现从宏观

上是地球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中观而言是地球一天的光影

变化，微观而言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白天黑夜的变化，引导学

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5.2�做中学

地理实践能力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实践”，关键在于让

学生自己去“做”，学具的使用应该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过程，

只有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亲自体验、触摸、制作

学具，这个学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以杜威的“做中学”

理论作为指导，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设计制作直观

学具。结合地理学科的特点，以学生为本，架设地理活动课

堂和实践课堂，让学生参与到自制学具当中来，在“做”的

过程中将知识吸收到自己的经验中去。例如，让学生亲自去

尝试选择材料制作地球仪，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适当加以引导，

学生就能将地球的形状、大小等相关知识内化，带领学生在“做

中学”，更好地促进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的提高。

6�结语

由于时间紧张，学具的使用花费的精力较多、有些学具

的制作也比较麻烦，所以在高中学校的普及程度很低，需要

有更多的地理教师加入其中，促进学具的使用与制作走向一

个更普遍的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多的高

新技术运用于教学，地理学具的使用和制作也会更方便、更

快捷、更精准。针对如何利用地理学具提高学生地理实践能

力的这个问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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