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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地理学科具有很强的空间指向性，要想学好地理学科，

必须树立体系化的空间思维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地理要素

之间的空间联系。而目前高中地理教学欠缺的，恰恰是对空

间思维的培养。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教师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

培养高中生的空间思维能力，是学好地理学科的必要条件，

是高中生分析与解决地理问题的重要途径。空间思维是一种

联想力，是基于虚拟状态下的辨别力，具备了空间思维能力，

那么，学生在头脑中就会生成一种确定的“影像”与“模型”，

从而将地理知识具象化，让高中生积极定位空间信息，并且

进行详细分析，这样能够更好地解决地理学习中的难题。

2�培养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深入，高考地理早已经告别死记

硬背的时代，地理学科考查的重点也不再是扁平化的知识，

而是那种以丰富的图表信息为主要载体的知识，学生只通过

调动已掌握的知识，有时很难解决问题。而要顺利解答疑问，

需要学生拥有较强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能

力，才能更加明白地掌握地理学科知识体系，将其进行空间

排列、准确定位，并生成动态的地理“要素群”，促使学生

快速找准图表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并在细致分析与深入思考

的过程中，找出解答试题的答案 >��。此外，由于较强的逻辑

性与空间性，使得地理学科知识较难掌握，培养学生强大的

空间思维能力，能够促使学生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追

踪地理信息，掌握地理学习方法，更好地学习地理知识。

3�如何有效拓展高中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

3.1�联系生活，培养方向、方位感

地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生活联系紧密。新课

标的理念之一就是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掌握基本的地理

技能，认识并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确定方向是识图的基本

要素，也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很多学生在地图上辨方向都知

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在生活中则一片茫然。课堂

上我提问时，经常说：“请西北角、东北角的某同学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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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刚开始，学生们很惊奇：怎么确定教室的东西南北呀？

我说：“请想一想，太阳从教室的哪个方位升起，哪里落下？”

（我校教学楼的走向恰好正是东西向）。学生们很快想明白了。

学校所在的街道叫芳草东街，附近还有芳草西一街、芳草西

二街、玉林西路、玉林东路、玉林北路、玉林南路等。对此，

我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街道的名称中含有东西南北

的字？”学生们认真琢磨：可能与街道所处的方位有关吧？

为此，我布置了一个课后实践活动：走访上述的几个街道，

运用手机里的指南针，确定各自的走向；估计彼此间的距离，

确定比例尺，绘制一个小范围的简易地图。学生们热情很高，

因为很多人的家就在调查的范围内。最后，将自己画出的地

图与中国成都市地图该区域对照，同学们很有成就感。对方

向的判读从书本落实到生活，学生不仅增强了空间思维能力，

也提高了生活的技能。

3.2�充分利用各类图表，增强空间思维

中学生地理素养的养成与地图技能和地图意识的培养密

不可分。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重视图表的作用，使之成

为地理学习的重要工具，如利用各种地图、示意图、模式图、

景观图等类型地图，并进行图文转换、图图转换、图表转换等，

促使高中生在头脑之中增强地理信息的“空间”印记，显著

提升空间思维的活跃度。很多地理规律，如地球自（公）转、

晨昏线、大气的受热过程、热力环流形成、洋流分布等内容

的学习，可以要求学生能绘制出相应的过程图，又能据图描

述出各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在学习区域地理模块经纬度、

气候、地形、植被、资源等情况时，教师应该让学生充分动

手操作，通过描摹、填绘和仿绘等多种形式绘制地图，在绘

制及信息填涂的过程中，教师不能认为这是个浪费时间的环

节，而要懂得这其实是锻炼空间思维的重要途径。很多地理

知识就逐渐丰富起来，改变了以往知识点的扁平化特征，使

得知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立体化空间图景，高中生就能够结

合学习需要，有侧重地进行空间分析，随时随地调取空间信息，

促使文字知识转化成板图教学，从而有效增强学生空间思维

能力 >��。

3.3�加强直观演示，转化抽象内容

高中地理知识，尤其是自然地理部分，非常抽象，要有

充分的空间想象能力才能充分理解。老师应尽量将这些知识

直观化、具体化，从而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空间概念，增强

空间思维能力。可利用多媒体课件，用空间模拟、动态演示

等形式直观地展示抽象内容。例如，黄赤交角导致直射点移

动，可用动画演示地球倾斜着身子绕太阳公转一周，从太阳

伸出一条线（表示太阳光线），照射在地球上（表示太阳直

射点），该点随着地球的公转在地球上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

这样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黄赤交角的存在导致直射点的移动。

也可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一些模型，演示一些地理事物

的运动，更加直观易懂。例如，在学习昼夜长短的变化时，

可用硬纸板做成一大圆圈代表地球，在上面画出赤道、地轴、

若干纬线，将两根相互垂直的长条（分别代表太阳直射点所

在的光线和晨昏线）固定在圆心，两条长条可活动，随着直

射点的移动，晨昏线随之移动，即可观察某地在一年中昼夜

长短的变化。学习“褶皱”内容时，教师可利用教科书当水

平岩层，通过双手给予挤压的力量，进行相向的施力，形成

波状弯曲变形，如此一来背斜与向斜就得到了很好演示；就“断

层”内容，可用一根粉笔表示岩层，那么用手施力，“岩层”

受力超限，断裂便会形成，然后在进行断裂面的移位，断层

过程就模拟出来了。通过直观演示，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便

会得到明显拓展 >��。

3.4�注重逆向思维，加深空间理解

逆向思维是思维的一个重要类型，这是一种创新性很强

的思维能力，有利于自主探究难题，主要通过质疑—假设—

释疑的思维过程，促使高中生更好地吸收知识、并且高效调

动所学的地理知识。学生的好奇心强，在具体教学中，地理

教师可充分调动学生的逆向思维积极性，对一些问题进行大

胆假设、小心求证，促使学生在解答疑问的过程中更好地认

识地理知识。如，在南美大陆西岸，热带荒漠的分布延伸至

接近赤道，对此，笔者提出假设：如果大陆西岸没有安第斯

山脉，而是广阔的平原，西岸的气候会怎样分布？再如，在

学习“三圈环流”的时候，假设地球的自转方向正好相反，

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假如不公转只自传，三圈环流又会有

哪些变化？哪些气候可能不存在？逆向思维的存在，能促使

高中生充分将大脑空间思维区域激活，促使地理现象的空间

分布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地理原理和规律的理解也更加深

刻。总而言之，对高中生来说，地理学习中必须要有较强的

空间思维能力，这是分析和解决学习难点问题的金钥匙。地

理教师必须深入思考，充分借助多种有效手段，让高中生更

好地学习地理知识，不断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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