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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教学中生活化情境的创设策略探索
郭　芳

（山西省大同市第四中学校，山西 大同 037000）

摘要：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新的教学方式也正在逐渐深入到学生群体当中。而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生活化情境教学这一

新型的教学方式需要教师重点关注，它可以将地理知识与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情景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

入的理解地理知识，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他们运用知识的能力。本文主要从高中地理教学中创设生活化情境教学的意义入手，深入分析

了高中地理教学中生活化情境的创设策略，希望能够利用生活化情景这一教学模式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构建出一个高质量

的地理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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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化情境教学已经成为当代

教育改革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将学生在生

活中的体验和地理学科的相关知识内容结合起来，从而为学生创

建一个更加具有真实性的学习情景，使他们能够直观体验地理知

识的产生和运用方式。因此生活化情境教学能够提升学生参与地

理课堂的兴趣，不断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意识，并且利用这一模

式来培养他们的地理思维和实践能力。

一、高中地理教学中创设生活化情境教学的意义

（一）学生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地理知识

在高中地理学科整体框架中，学生所接触到的部分知识会存

在抽象和复杂的情况，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容中都会有所体

现。比如，气候变化、河流地貌和板块构造学说等方面的知识都

会比较复杂，学生也很难对这一概念有一个具象化的认识，对于

学生来说学习难度会比较大。而一个生活化的情景可以引导学生

将所学的地理知识和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通过让

学生体验自己在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能够让学生在一个熟悉的环

境中更加顺利地分析抽象化和复杂化的地理现象，从而加深学生

的理解。例如在学习气候变化等相关知识点时，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观察当地的气候变化形式，让他们了解实际生活情境中的气候

特征，并结合相关的生活经验来进一步分析气候的分布规律。通

过这种形式的教学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将生活经验融合进学习过程

中，从而不断加深对所学地理知识的理解程度。

（二）教学水平可以得到更大程度提升

生活化的情境教学可以帮助教师创新自身原有的教学方式，

并且对于未来提高整体高中地理学科教学的水平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从根本上来讲，地理学科本质上就是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基

础的，它不仅能够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的内在原理和基本规

律，更是人们理解自身周围环境和世界的重要工具。通过为学生

创设一个生活化的情景，教师能够带领同学进入一个熟悉的环境，

并且可以充分渗透所学的地理概念和原理，从而使学生在潜移默

化的过程中了解到知识内容，从而最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的趣味

性。因此生活化情景教学的引入，能够促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略，

打破传统地理教学中更加侧重于向学生灌输地理知识的教学模式，

转向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另外这一教学模式还

会对教师的观察力和教学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从而推动教学水平

的大幅度提升。

二、高中地理教学中生活化情境的创设策略分析

（一）重视新课导入，融合生活实例

地理学科知识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教师在开展地理教学

活动时，需要承担起地理与生活之间的桥梁作用，带领学生认识

到地理学科存在的魅力。通过采用生活化情景教学，能够在最大

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与实际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学

习情景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因此，教师一定要重视新课

导入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需要通过向学生展示各种生活实际

案例来让他们感受到地理知识的实用性。比如在学习地球的自转

与公转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可以在课程导入环节提出一些和日常

生活相关的问题，例如人的一天为什么固定为 24 个小时？为什么

会存在四季的变化？这些问题可以让学生回想自身的生活环境，

从而带领他们深入了解地球的运行规律。同时生活中也存在各种

形式的地理现象，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生活体验，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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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他们对学习地理知识的主动性。比如，每天都会播报的天

气预报、地图导航等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生活方式都存在地理

知识的实际应用。通过这些实际案例可以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抽

象知识变为现实案例的情况。另外，在导入环节也可以利用生活

实际案例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能够带着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来进入接下来的课程学习。比如在讨论自然灾害相关主题的内容

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主讨论，分析泥石流、地震和台风

等自然灾害的产生原因，并且了解他们对于生活的一些影响，同

时也可以传授给学生相应的预防和减灾知识，深度联系实际生活，

推动生活情景化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丰富教材内容，培养探索精神

在开展生活化情境教学时，教师需要首先了解学生的整体学

习情况，并且分析他们感兴趣的方向，以这些内容为基础在现实

生活中进行取材，将之作为教学素材来研发出一个生动的教学情

景，以此来培养学生对于教材和教学内容的探索兴趣。而高中生

在繁重的课业任务下，枯燥的学习模式很难激发出他们的学习动

力，因此生活化的情境教学模式就显得十分重要。教师可以通过

采用学生熟悉的事物或事情来引导他们展开探索活动，以此激发

学生进行积极思考，并且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他们产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从而不断提高整体的学习效率。而且教师还可以深

入研究本身的教材内容，将其中与生活实际联系紧密的知识进行

扩充和丰富，调整相应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来

导入生活化的素材，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同时也能够利用这一

形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更多的生活和地理知识。基本教材内容为主

的教学形式，也可以顺利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保证学生的学习

大方向是有一定保障的。同时也可以结合发散思维，让学生自主

研究所学教材内容，使他们自行进入深度挖掘，探索与生活相关

的知识，并结合项目式教学或者其他灵活的学习方式来不断创新，

使他们能够打破传统桎梏，并不断提升自身的探索兴趣。

（三）结合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

作为一门比较直观的学科，其研究性和综合性以及人文性都

是十分高的。传统的地理教学会使用教材、模型和地图等辅助教

学工具开展教学，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这些教学工具都有一

定的局限性，如果长期只使用一种工具，就会使学生感受到更加

严重的学习压力，并且整个学习过程也会变得十分枯燥和乏味。

同时这些教学工具更加具有片面性，但是地理学科所研究的内容

是更加立体化的，比如所涉及的山川、海洋等，而部分无法展示

的内容则只能依靠学生进行联想，这种学习模式为学生理解相关

知识内容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而现代信息科技可以有效弥补这一

缺点，利用大数据模式下的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都可

以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具有真实性的地理学科学习环境。同时教

师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寻找想要讲解的课程内容相关案例，

利用先进的技术来展示地理知识，从而更加方便学生进行深度理

解。例如，在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时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到世

界范围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包括亚马孙森林茂密植被中所

蕴含的生态系统；或者是珠穆朗玛峰之巅的壮丽景色。这种沉浸

式的体验能够让学生记忆深刻，并且使他们从多角度多层次理解

相关现象所形成的因素，从而与所学的地理知识相结合。另外，

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在线教育平台上各种丰富的地理

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教育优势，融合互动问

答、视频教程等更加灵活的教学形式来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材料，

以此来满足学生日益不同的学习需求。最后还可以在上课过程中

组织学生开展地理知识竞赛和地理摄影等活动，锻炼学生的实践

技能，引导学生在课业压力下找到学习地理的乐趣，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从而不断提高相应的教学质量。

总之，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相关课程教师应当及时了解

教育形势的变化方向，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和各种教学方法，用

更加客观的态度来吸收融合生活化情景教学的优点，同时要结合

地理研究人地关系这一学科特点来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结合生

活实际，学生可以走出线下课堂的限制，将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

从而体会到生活化情境教学的独特性。最后，教师也要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在学生熟悉且更加具有真实性的学习氛围中，引导

学生自主完成地理知识体系的构建，从而使学生更加了解和运用

相关知识内容来解决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此来综合培养

学生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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