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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校园地理氛围激发学生

地理学习兴趣

◆ 李思楠

在新高考选考模式下，地理学科越来越受重
视。而在当今 “减负”热度持续不减的背景下，
学生如何实现“在乐中学”? 学生减负的实质是学
生能够以兴趣为驱动力，自觉主动地进行学习探
究。所以，在保证课堂教学的同时，学校在校园
内完善各类地理设施，开展地理学科系列实践活
动，创设地理文化氛围，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爱上地理，激发学习地理的兴趣。

首先，借助学科馆室，设置特色项目。运用
信息化地理技术讲解地理知识，将抽象知识具体
化，化虚为实，化静为动，改变对地理学习 “深
奥难懂”的刻板印象。比如利用数字星球系统，
通过数字化、情景化的场景复原，让学生在情境
模拟中参与、观察、交流，从而了解如洋流运动、
板块运动等全球尺度的空间运动和分布。也可依
托地理园内的模型、标本进行部分地理现象的观
测和实验，实现了将大尺度的空间现象 “裁剪”
成小尺度的精简的地理模型以及配套实验模型，
方便学生们进行实际的观察学习和实验，培养地
理实践力。进行室外的气象天文观测能增强仪器
实际操作能力以及观察、预测地理现象的能力，
与室内的理论学习相比更能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其次，利用校园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在小尺
度的校园内，以资源环境为载体进行地理实践活
动，能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学会去观察身边的地
理现象，获取对地理环境的直接感知。与传统的教
科书主义和教室主义的教学方式相比更能调动学生
学习探究地理的兴趣。比如寻找记录校园内不同岩
石的物理特征; 以一个月为期限进行物候观测，记
录校园内植物的花期、落叶期，动物的活动状况
等。借此进行生态道德和人地协调观的培养，利于
学生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实现育人目标。

最后，依托校园规划，营造学科氛围。兴趣
是在有利的学习环境中培养的。悬挂地理名人名
言，设置地理角共享地理类书籍，布置地理文化
墙展示师生作品都可营造地理文化氛围。如地理
文化墙上展示地理趣味地图、研学旅行的照片、
画图或者写文章的经历分享、地理学科的 “三行
情诗”以及地理类书籍影片的观后感等。在地理
文化氛围中，使学生在情感上受熏陶，达到激发
学习地理兴趣的目的。

(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

巧用思维导图助力高中政治教学

◆ 陈文娟

思维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
工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左右脑，锻炼学生的
发散性思维。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引入思维导图，
巧用思维导图，能帮助学生将枯燥乏味的高中政
治知识转化为直观简洁、色彩分明、生动有趣的
知识结构图，从而激发学生学习高中政治知识的
兴趣，有利于学生更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智力，提
高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学习政治知识
的能力，更大限度地助力高中政治教学。

在新内容的学习中巧用思维导图，建构知识
框架。在高中政治新内容的学习中，学生会不断
地遇到新的名词，新的知识点，利用上位学习和
下位学习原理，将学生学到的新知识融入旧的知
识体系中，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新知识，加
深对新知识的印象。思维导图在其中就能很好地
发挥这一作用。上新课时，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
学生建构思维导图，鼓励学生动手画思维导图，
利用思维导图中的颜色、形状等差别，区分知识
的等级程度，理清新旧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
整合新知识，从而充实原有的知识结构。

在知识拓展中巧用思维导图，锻炼发散性思
维。高中政治的学习不应该也不能拘泥于书本知
识。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国际资讯都是对高中
政治课本知识的有益补充。在高中政治知识的学
习过程中，思维导图能很好地将课本知识与课外
知识联系起来，把知识的建构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把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国际资讯等这些课外知
识以知识点或者案例资料的形式囊括到思维导图
中，充实思维导图，使其更加丰富，不断完善。

在复习知识时巧用思维导图，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复习不是简单地回顾学过的知识，背诵已
掌握的知识，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知识整体
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如何才能做好这一点就要
充分发挥思维导图整体性框架的优势去查漏补缺。
在复习时，教师通过指定复习内容，可以是一框、
一课甚至一单元，让学生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印象
画出思维导图。之后，学生通过与课内总结和课
外拓展所形成的比较全面的思维导图进行对比，
发现自己复习中所欠缺的知识点，用另外一种颜
色标记出来并进行重点记忆，从而达到有针对性
提升的目的。

( 作者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