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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导入作为教学中首要的一环，是教学成功与否的

关键。良好的导入设计能为整个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奠定基

础，成功的高中地理课堂导入应该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只

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启发和激励学生源源不断地吸纳地

理知识、提高地理学习能力。

“导入”设计最主要的因素即学生、教材及教师，在

导入设计中要充分考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课堂

导入之间的关系 [1]。由于教育对象不同、地理课程内容不同、

导入目的不同，选择的技术资源多样性，使得地理课堂导入

方法也不相同。高中地理课堂导入的方法多种多样，论文以

高中地理课堂导入为例，主要介绍了以直观感知为主的导入

方法、以语言形式为主的导入方法、以实际训练为主的导入

方法、以情感陶冶为主的导入方法和以探究活动为主的导入

方法，并做简要分析。

直观感知导入法是指为了达到引起学生各种感官进而

共同参与课堂活动的目的，教师通过演示各种教具或实物或

通过投影等方式，创造出有意义的情境，使学生注意力高度

集中，从而进行有效地观察和思考、并进入新的学习的导入

方法。教师通过直观感知的导入方法，能够化抽象为具体，

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生获得更深的感受，也能更有兴

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在此我们主要例举两种以直观感

知为主的导入法。

例如，在《地壳的物质组成和物质循环》这一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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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些教师往往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矿物标本，向学生展

示石英、方解石、云母等实物，并传递给学生用手触摸和观

察辨认，这种导入方法往往能让学生在视觉和触觉上给予一

定的冲击力，教师通过设问顺势引入新课：“地壳中的化学

元素组成了矿物，你们知道手上的这些矿物是什么矿物吗？

矿物对我们人类有什么用处呢？你是如何辨别矿物的？”这

时学生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过来，并对教学内容产生好奇和

兴趣，进而进入课堂状态并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

多媒体导入法是指在课堂导入中利用投影仪、计算机

系统等硬件，结合 PPT、word文档等软件，向学生呈现两

种或两种以上包括文字、图片、照片，或播放声音、视频、

动画、影片等媒体的方式即为多媒体导入 [2]。因此，在多媒

体导入法中，教师可以选择视频导入，也可以选择图片导入

或动画导入等，这种导入方法非常生动直观，也方便与学生

分享交流。

以语言形式为主的导入方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或

书面语言传递信息、讲述故事、唱诵诗歌等形式引入新课的

一种导入方法，通常可以归类为讲授导入法、谈话导入法、

讨论导入法和读书导入法等。以语言形式为主的导入法较为

单一直白，主要在于教师如何巧妙地运用会话和语言信息，

并能够开门见山直击重点，切忌废话少说以免导入时间拖延

得过长 [3]。论文中仅以讲授导入法和讨论导入法作例举。

讲授导入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叙述或讲述

知识信息，以促进学生理解，启发学生思维的一种导入方法。

讲授导入法是课堂导入中最基本常见的导入方法，这种方法

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是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相对比前面提到的多媒体导入法，讲授导入法更能

节省教师的课前准备时间和精力，又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

得大量的知识信息。但它的缺点是如果教师语言不够丰富，

或在叙述信息时逻辑不够清晰，表达不够严谨或幽默，往往

难以引起学生兴趣，同时这种导入方法也不利于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不能培养学生独立获取信息的能力。

讨论导入法是指教师开始上课时就通过设置问题，让

学生参与讨论，进而引出新课的一种方法。此种方法能够集

中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思维并激活课堂氛围。设计话题

讨论时，教师要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结合地理课堂教学

的需要，巧用话题，促进学生互动讨论，营造活跃的学习氛围。

以实际训练为主的导入方法是指教师通过练习、实验

等以形成技巧技能的方式，使学生的认识向高一层次发展，

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和解题技能的导入方法。这种导入方

法主要是教师上课前就设置好练习题，或通过相关动手动脑

的训练，使学生在导入过程中就通过训练启发思维，最终获

取知识，学以致用。以实际训练为主的导入方法主要包括练

习导入法、复习导入法、设疑导入法等，论文仅对练习导入

法和复习导入进行例举。

练习导入法是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精心编选、

设置相应的练习题，让学生在教学开始前以“练习”的形式

刺激学生大脑，吸引注意，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做练习

自主巩固旧知识或探究新知识的一种导入方法。

例如，在《中国的行政区域》中，教师设置导入练习，

要求学生根据顺口溜的模式，如“两湖两广两河山，四市四

江福吉安”等写出中国各省的全称和简称，或通过设置“中

国最南、最北、最西、最东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什么？”等

练习要求写出来，从而导入新课。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运用

练习法时，既要依据教学内容又要根据学生学情去设置合宜的

练习题，难度太深会使学生无法适应失去兴趣，难度太浅或不

符合学情，也会难易达到巩固旧知，引入新知的教学效果。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复习导入法是导入新课中

常用的方法，是指教师通过问答或做题的形式对已学的知识

进行复习，从而引导学生进入新课的学习。这种导入方法往

往会把新旧知识衔接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学生而

言，可以巩固旧知，检查自己的遗漏，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的学习新知，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就教师而言，有助

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情况，根据学情适当的调整教学

步骤，更有效的达成教学目标。

以情感陶冶为主的导入方法是指教师在上课伊始有目

的地利用环境或创设一定的情境，如身边生活实例、新闻时

事、故事趣闻等，对学生进行情感的熏陶和影响，使学生受

到感化，产生兴趣进而引进新课的导入方法。常见的以情感

陶冶为主的导入方法有欣赏导入法、故事导入法、情境导入

法、生活实际导入法等，论文仅对故事导入法和生活实际导

入进行举例。

故事导入法是指教师以学生感兴趣的故事导入新课，

同时这个故事不能脱离教学内容本身，因此故事的选择性应

该既要关联课堂教学又要具有趣味性，在活跃课堂的同时能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

（下转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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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④所有基础教育学校的学科分数不排名不公示，或者

只排名不公布。立法规定分数的隐私性质，可适当用较宽较

少的等级来模糊区分，缓解师生心理压力。

⑤取消大学硬性排名，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宽进严出，

实行弹性学分制，使学生能半工半读，学以致用。

以上是我校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基于全面培养教

育体系下中小学美育综合改革与实践探索的部分经验事例、

思考探讨与建议提议。是我们坚持教育全面发展的目标导

向、坚持全面加强改进美育的问题导向，而形成的具有引领

性、突破性、示范性的做法、举措和经验。在局域地区取得

了积极、良好的效果，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充分体现了时

代要求和人们需要。

希望我们的探索与实践能对其他地区、单位部门、学

校和同行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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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际导入法是指教师利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实例，

从实际出发引导学生思考与本堂地理知识有关的生活问题，

利用现实生活的具体实例引入新课的导入方法。

这种通过生活知识导入的方式，有利于让学生结合所

熟悉的生活知识理解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科学知识的

理解，提高学生地理学习效率。

学生已经在生活中见过这种现象，在教师的提问下进

行思考，往往会得出冷的气流下沉，所以空调要安装在高的

墙上，暖的气流会膨胀上升，所以暖气片要安装在低的墙下，

教师顺势引入热力环流。

这种一般源于生活实际的导入方法，要求教师要多留

意与生活中有关的地理现象，在导入或教学时把生活中的地

理现象与课堂知识联系起来，才能为我们的地理教学创建更

多素材，也更利于学生在课堂上易于接收和吸纳。

总而言之，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导入，如同交响乐曲中

的“引子”，具有酝酿情绪，带入情境，集中注意和渗透主

题的作用。成功的课堂导入方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并不拘

泥于一格，同时它应具有创造性、艺术性和科学性，我们顺

应时代潮流，同时适应现代学生心理特点，并且课堂导入设

计要注意与本节课内容相关联，切忌脱离教学，要注意导入

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课堂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

启发和激励学生源源不断地吸纳地理知识、提高地理学习

能力。

参考文献

张焱华.高中地理课堂导入方法探究[J].中小学教学研究

(6):41-43.

李沁枚.地理课堂导入教学效果评价与实证研究[D].海口:海南

师范大学,2019.

黄跃美.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的导入设计探微[J].华夏教师

(33):34.

（上接第 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