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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课堂问题 促进初中地理深度学习
李　岚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天润城分校，江苏 南京 21000  ）

摘要：问题是学习的灵魂，是学生思维的起点，一节高效的地理课堂，必须有高质量的问题作为链条。这就需要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特点，

利用好地理课程资源，巧设课堂问题，带领学生层层深入，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提升地理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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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地理高效课堂、促进学生地理深度学习，已经成为地理

课堂教学改革的热门课题。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理解的学习，强

调的是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从而加深

对深层知识和复杂概念的理解。然而，地理学科在南京市中考中

长期以“过关”为终结，地理成绩不计入中考总分，以及受到传

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部分教师片面地认为地理课堂的成效就取决

于学生接收知识量的多少，或者认为学生只要记住考试需要的那

些“死知识”就行了，往往忽视了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理解与构建，

忽视了学生地理能力与素养的提高，将学生机械的培养成知识的

记忆者。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简单记忆知识点和重复机械式训练的

浅层学习已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孔子曰：疑是思之始，

学之端。问题是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能够激活学生的学习欲望，

在“有疑、追疑、释疑”中主动理解和构建地理知识网络。要实

现初中地理深度学习，必须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转而

以学生为中心，以新课程标准、地理核心素养为指导，巧设地理

课堂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层层深入，实现对地理知识的理

解与构建，以提升学生的能力与品质。

本文以人教版初中地理教材为依托，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

探究如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巧设问题来促进学生地理深度学习。

一、结合学生的特点，巧设问题

（一）找寻学生的兴趣，设置诱导性的地理问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主动探究的动力。初中生本身正

处于兴趣广泛、求知欲极强的阶段，又是初次接触地理这门学科，

教师要能够在地理教学中有意的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让学生拥有对地理学科学习的持久欲望。巧设课堂问题可以让学

生主动思考和探究，成为求知者。

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海陆的变迁”导入中，笔者设

置的部分问题如下。

师：在去年有一部很火的日本动漫电影《天气之子》，同学

们看过吗？

生：看过。

师：如果没有看过的同学也别担心，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片段。

学生欣赏电影片段。

师：电影中，东京发生经久不遇的大暴雨，导致东京城被洪

水淹了，同学们，这时，东京城的地表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生：从陆地变成了海洋。

师：对的，事实上，地表形态的变化除了有从陆地变成海洋，

还有从海洋变成陆地，这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海陆的变迁》。

师：请大家打开学案，完成“自研自探”第 1 题，将海陆变

迁的实例分分类。

学生完成学案。

在以上教学片段中，不少初中生对日本动漫感兴趣，笔者正

好结合学生的兴趣点，巧妙设置导入问题，让学生愉快的积极思考，

自然过渡到新课的讲授中。

（二）依托学生的知识基础，设置有梯度的地理问题

最近发展区理论启示我们，要把知识的果实放在学生跳一跳

能够得着的地方。同一个班级，学生的认知发展需要和基础知识

层次不同，所以在具体的地理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当有针对性地

设置地理问题，从而让班级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融入课堂，积极

主动参与地理课堂学习，实现深度学习。

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气候”分析我国冬季气温分布

特点中，笔者设置的部分问题如下。

教师 PPT 展示中国 1 月平均气温的分布图。

师：拿到一幅地图，首先读什么？

生：读图名。

师：第二步呢？

生：读地图三要素，在这幅地图中，主要是读图例。

（教师选择地理成绩薄弱的学生）

师：同学请看这幅地图，有很多弯弯曲曲的线，有没有同学

能知道这是什么线？

生：等温线。

师：很好，那么什么是等温线呢？请同学们回忆初一学习的“等

高线”。

生：将气温相同的点连成的线称为等温线。

（教师选择地理知识牢固的学生）

在以上教学片段中，第 1、2 个问题，属于所有学生在初一时

都应该熟记的地图阅读步骤，所以教师可以提问地理成绩薄弱的

学生，检测该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第 3、4 个问题具有一定的难

度，需要学生先回忆旧的知识，再进行知识的迁移，教师可以选

择地理知识牢固的学生回答。这样教师就针对不同知识层次的学

生设置了有梯度的地理问题，让班级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地理课

堂中来。

（三）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设置假设类的地理问题

初中生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在设置地理问题时，可以假

设某一地理条件发生变化，地理事物将出现怎样的变化。这种虚

拟的问题情境，符合初中生的思维和心理特点，能够激发学生的

兴趣点和活跃点。

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地球的运动”分析地球自转的

地理意义中，笔者设置的部分问题如下。

师：假设地球本身可以发光，同学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

生：全球都是白天。

师：事实上，地球本身不能发光吧。假设地球是透明的呢？

生：太阳光照射到地球上各个地方，也会使得地球上全是白天。

师：正是因为地球不发光也不透明，所以太阳光照射到地球上，

被太阳光照射到的一半是白天，另外一半就是黑夜，产生了昼夜

现象。

师：请同学再想象下，假设地球不自转呢？又会发生什么？

生：那么被太阳光照射到的一半永远是白天，另外一半就永

远是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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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是的，但事实上，我们永远是白天或者黑夜吗？

生：不是。

师：对的，所以因为地球自转，昼夜在不断地更替。

在以上教学片段中，这样的假设问题很好地迎合了初一学生

的思维特点和想象力，而且很有趣味性，教师抛出这个问题能够

引起学生的热烈讨论，提升了学生对“地球自转产生昼夜更替”

这一知识点的深度理解。

二、利用课程资源，巧设问题

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地理学科课

程资源丰富，教师可以根据实际的课堂教学需要，充分利用地理

资源，巧设课堂问题，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深度学习。

（一）利用地图资料，设置直观性的地理问题

地图是地理的语言，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要充分利用课本上、网络上丰富的地图资料，设置直观性问题，

引导学生读图思考、读图发现地理现象，从而有效地开拓学生的

地理思维。

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民族”分析我国民族的分布特

点中，笔者设置的部分问题如下。

教师 PPT 展示中国民族的分布图，让学生观察思考我国民族

的分布特点。

师：请同学们读“中国民族的分布图”，观察汉族主要分布

在哪里？

生：遍布全国各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

师：少数民族呢？

生：西南、西北、东北。

师：从这幅地图中，你能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哪

个吗？

生：云南省。

在以上教学片段中，学生通过问题引导和地图阅读，不仅能

够直观地分析我国民族的分布特点，还能提高读图析图的能力，

达到对地理知识深度学习的目的。

（二）利用生活资源，设置乡土味的地理问题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的课程基本理念之

一就是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在课程设计思路上也将乡土地理

作为义务教育地理课程的一部分。近年来，考试中融入乡土地理

也成为命题的一大趋势，所以在具体的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将

课本上的地理知识和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利用和依托乡土文化、

时事热点设置课堂问题，从而带领学生较好的感受地理知识的实

用性，拉近了学生和地理知识的距离，往往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

地理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地理深度学习。

在以上教学中，预设的问题以时政新闻为背景，让学生去感

受地理知识与现实的联系，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主动思

考和探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地理原因。

三、结语

总之，课堂提问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如果提问能收

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效果，能使学生开动脑筋、

积极思考，产生一种“欲罢不能，跃跃欲试”的状态，思维的火花、

智慧的灵感就会不断产生，课堂提问才会真正地做到有效，课堂

才会成为学习的乐园，课堂教学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地理

教师在实际地理教学中设置的每个问题都要巧妙，要既符合学科

特点又迎合学生实际情况，应该能够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就像

链条一样，把预设问题和教学目标联系起来，带领学生层层深入，

引导学生真正从根本上理解知识，实现地理知识的深度学习，从

而达到提升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目的。此外，巧妙设计课堂问题，

对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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