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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

新课程改革强调的主要目标。综合性、地域性、开放性和

实践性是地理学科的显著特点，地理实践活动是高中地理

教学的重要环节，因此，教师应观察现象、调查分析、探究

矛盾、结合热点，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实践活动的

整个过程，并在实践中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培养

和提高观察、分析、思考、操作等地理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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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

人文现象及其相互间关系与各自规律的学科。高中地理

的涉猎范围非常广泛，上至行星地球，下至地表圈层，既

研究自然科学，又研究社会科学，综合性较强，对学生的

思维灵活程度要求也较高。为了能让教学活动更富有趣

味性，贴合学生的思维习惯与学习行为，教师应当积极主

动开展多种丰富的地理实践活动，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

一、以观察现象为主的实践活动

观察能力指的是学生能够准确地从视觉、听觉、味觉、

嗅觉等多种感官细胞入手，调动多种感知方式研究物体

以及自然现象，研究万物变化中的细微之处，察其之妙，

思其之巧的一种能力，因此，教师可以组织以观察现象为

主的实践活动，培养并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以天文领域为例，中心天体、行星、小行星、卫星、流

星体、彗星、矮行星都属于太阳系的一部分。其中，以各种

流星雨为代表的流星体，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比如，每年

的 4 月 15 日至 4 月 28 日期间就会出现天琴座流星雨，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起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观察，必要时

还可以借助天文望远镜等工具。在观察时，教师可以指导

学生从以下几个要点入手：光亮程度（比如，是比较微弱

还是比较耀眼，可以通过与其他行星进行对比来观察）、

运行轨迹、流星雨辐射点的高度、观测视野的大小、单位

时间段内的频次数量等。在观察流星雨的实践活动中，除

了要着重培养学生对流星雨的观察能力外，教师还应当

启发学生思考如何选择观察地点（比如，观察地的光亮程

度应当以黑暗少光地区为佳）、哪些地型更适合观察、如

何确定观测的方向与角度、观星之前有哪些准备活动（比

如，先让眼睛适应黑暗环境）、观星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比如，避免使用手机或手电筒，避免因为额外的灯光而

发生瞳孔收缩、眼睛灵敏度降低等问题）、什么时候使用

望远镜会更好、什么时候用肉眼直接观察会更好、观星过

程中如何进行数据的记录、如何安排好间歇休息等。借助

观星这一实践活动，一方面，学生的观察能力得到了提

高，另一方面，地理学科中的天文学知识也可以在具体活

动中被学生运用，这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二、以调查分析为主的实践活动

调查能力与分析能力，也是学生地理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尤其在社会地理中，学生需要从表面的地理现象

判断与挖掘出其背后的地理逻辑，因此，教师可以组织开

展以调查分析为主的地理实践活动。

以“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这一章节

内容为例，这一章节主要研究的是交通运输，它与沿线的

地形地貌有关，其设计与布局涉及民生、经济发展等问

题。“十三五”期间全国新建铁路将不低于 2.3 万公里，总

投资不低于 2.8 万亿元。2016 年 5 月发改委和交通部联合

印发了《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计划

2016—2018 年将重点推进 103 个项目前期工作，新建城轨

2000 公里以上。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在铁路建

设领域上步伐有所加快，教师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铁

路事件作为学生的研究内容。比如，今年 4 月 10 日起，铁

路部门施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津城际将成为全国开

行复兴号列车最密集的高铁线路。教师可以让学生探究

京津城际这一线路沿途所经过的区域有什么自然特点、

在地理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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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沿线区域的经济生活与社会

生活是什么样的、该线路所承载的运力有哪些特殊意义、

为什么京津城际会成为全国开行复兴号列车最密集的高

铁线路、它对人们的出行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等。这一实

践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问题认识

能力、数据搜集能力、数据整理能力以及数据读取能力，

培养学生能够从具体的事件中意识到每一项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背后的规律与逻辑，认识到交通运输点、线、面是

如何紧密结合的。

三、以探究矛盾为主的实践活动

人类社会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需要平衡

的关系、需要取舍的利益，这是一种矛盾的必然性，高中

地理也会涉及这样的知识，因此，教师可以组织以探究矛

盾为主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矛盾分析能力。

以“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章节内容为例，

“经济利益”与“生态平衡”这对关系其实是老生常谈的话

题，但假如学生能够真正地以某一个地区为样本来探究

其中的矛盾性，则学习效果会更好。比如，教师可以选择

某一个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十年为研究时间段，让学生

搜集并分析十年间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情

况，对比思考当经济发展比较好时，生态发展可能会遇到

什么问题，反之，当生态发展被严格要求并绝对执行时，

经济发展又可能遇到怎样的限制，这两者又是如何在相

互“博弈”中逐渐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生态农业、绿色

养殖等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等。学生分析这对矛盾先后

经过你弱我强，你强我弱，彼此扶持等过程后，最终达到

一个比较平衡良好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也保护好自然环境。在这一教学设计中，一方面，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思路，鼓励学生采用相

反的角度切入，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全面性，避免单方

面的限制或者狭隘性。另一方面，教师让学生跳出了既定

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的思维内容，鼓励学生多结合现实，多

站在实践的角度切入，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合理性，避

免学生被书面知识所禁锢而陷入思维的僵化模式中。比

如，很多学生在学习时会选择背诵所谓的“标准答案”或

者记忆所谓的“主流说法”，这种学习行为在某些方面具

有一定的投机取巧性，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

能力的培养。因此，借助这种具体地区的矛盾分析活动，

学生能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具体现象上，其实践

能力与知识转化能力会大大提高。

四、以结合热点为主的实践活动

最后教师可以组织以结合热点为主的实践活动来提

高学生的综合理解能力。

比如，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港珠澳大桥是一座超

大型的跨海通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修建港珠

澳大桥的主导因素是什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是否存在不平衡、这种水路交通方式容易受到怎样

的限制、当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否足以支撑和满足当下

的社会发展和运输要求、该座大桥所连接的地区在其产

业结构和布局方面可以有怎样的调整和优化等。由此可

以看出，教师在启发学生思考与分析这一热点事件时，涉

及面比较广，除了地理知识外，还会涉及经济问题、社会

问题等，涉及的科目也不仅仅局限在地理学科，还涉及历

史学科、数学学科甚至是物理学科。在这样的实践活动过

程中，教师其实运用的是跨学科的一种思维方式。以这

种实践活动来融入地理知识，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对时

政热点的关注度与敏感性，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地理

对于社会与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拓宽了学生的学

习思路，让学生可以灵活地调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帮助

自己学习地理，这是学科迁移与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

五、结语

总之，将地理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一方面，可以

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认知，提高学生对地理知识

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在实践活动中提高

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操作能力等多种

不同维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地理学习热情，同时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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