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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图作为地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运用地图教学能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空间概念，

加深对地理内容的理解。本次研究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确定研究方向，并对选题的背景、意义和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进行了综述。本文以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七年级为对象，设计初中地理教学课程进

一步验证地图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对其地理课堂地图教学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义务教育阶段地图教学的现

状，调查结果主要以学生和教师两方面分析：学生对地图兴趣不高，地图的分析不规范等问题；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对地图的使用，正确规范的地图教学可以使学生在直观、形象地学习过程中掌握地理知识，

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根据问题提出了学生和教师的合理建议，共促教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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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geography, map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form spatial concep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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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things and phenomena in their minds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geo-
graphical content. By referr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s determined, and the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he seventh grade of Nanning No.31 Middle School is taken as the 
object, the design of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curriculum to further verify the ef-
fectiveness of map teaching,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eography classroom map teach-
ing situation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map teaching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survey results are mainly analyzed in two aspects: students are not very interested in maps, 
map analysis is not standard and so on; Teachers' use of map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cor-
rect and standardized map teaching can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intuitive and visual learning, improve learning interest and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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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版和 2022 版均对学生地图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在执行基础

技巧方面，明确提出了对地图阅读与绘制的基本要求。七年级的地图能力培养注重的是对地图的阅读，

也就是对其进行读图，同时也是对其进行掌握的基本步骤，就是对其进行绘图。 
地图作为地理课程的“第二语言”系统，包含了大量简化的地理知识，学生读懂“第二语言”和

教师对研究区湘教版教材中地图的合理使用，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湘教版教材地图设计为“先整

体再局部，先世界再区域”，七年级上册以世界的角度去认知地球，七年级下册、八年级以区域的角

度深入认识地球。其呈现出了以图为主体的教材特征。本次地图教学研究对象选择 2022 届七年级学生，

更有利于地图教学模式的展开，对地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表现更为突出。该阶段采取地图教学能

使学生埋下“地图”的种子，养成使用地图分析问题的习惯，有利于未来地理的学习。在生活中学会

读图、用图，并结合地图解决生活问题已经成为体现公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在初中地理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地图能力还有其现实意义：有助于落实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培养初中生地图阅读能

力；有助于突破教学难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助于学生适应南宁市当前中考政策，提升地理中

考成绩。 
世界上包括美国、印度[1]、日本、新加坡、德国[2]等很多国家地理课程标准均有地图的认知目标和

技能目标，非常重视对学生地图技能的培养。在对地理教材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非

常重视文字和图像两大系统，对知识内容的要求是宜文则文，宜图则图。在现代地理教科书中，地图已

成为地理教科书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这说明了地图教学在不同国家地理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

主要集中于：1) 地图教学的有效性研究，如盛雨(2016) [3]、陈伟岩(2021) [4]、王艳(2022) [5]。2)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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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资料的特点分析，如冯春欣(2013) [6]、沈芳(2020) [7]。3) 地图教学的应用研究，如李家清[8]、赵华

(2012) [9]、侯成娟(2018) [10]、张美(2019) [11]，征蓉蓉(2019) [12]、孙榄竹(2020) [13]、曾丽萍(2021) [14]、
王晓梅(2022) [15]。4) 地图教学对学生的影响研究，如李迎福(2019) [16]、路丽丽(2021) [17]、张振伟(2021) 
[18]。5) 地图教学过程的共性问题研究，如盛雨(2016) [6]等。 

综上发现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围绕初中地理地图教学的基本要求及意义、初中地理地图教学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未查到针对南宁中学地理地图教学的案例，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空

间，具有现实意义。 

1.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教育心理学、有效教学以及地图教学的相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了解中学地理地图

教学法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研究状况，掌握地理地图教学法的实施流程等有关的理论知识。并为自己的

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实验法 
实验对象为作者任教七年级六个班级中，设置两组对照班与实验班，其中，实验班侧重地图教学，课

堂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读图导学”、“析图知新”、“用图检测”。对照班侧重传统讲授法，不以

分析地图为基础，侧重课文知识点的文字解释，以《自主学习能力测评》内的题目训练为主，分析知识

点分析题目的方法。对照班级基于知识点记忆表，培养学生理解记忆能力。 
3) 调查问卷法 
以调查的目标和需要为基础，编制调查问卷，向调查对象进行了解，从而获得了第一手的数据，对初

中地理利用地图进行教学与学习的有效性现状进行了分析，找出存在问题。 

2. 地图教学模式 

地理教学模式即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地图资料，重视学生的选图、读图、析图、看图、用

图等地图能力的培养。“地图教学”模式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地图在地理教学中的作用，更好地学习地

理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地理能力，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19]。 
地图教学模式由“读图导学”、“析图知新”、“用图检测”三大环节组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Main links of map teaching model 
表 1. 地图教学模式主要环节 

主要环节 主要步骤 

环节一： 
读图导学 

1、在地理课堂引入具体教学内容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分析。 
2、在读图导课环节，要特别要求学生注意识记地图的名称、图例、山脉、河流、地形等基本地理知识。 
3、注意阅读地图时要着重几点：① 读图要有目的性；② 要注意识记地图的基本内容；③ 要善于多角

度分析地图；④ 要学会总结地理特征，归纳地理规律。 

环节二： 
析图知新 

1、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读图导学环节所识记的地理知识学习教材的文字内容，根据读图导学环节所分

析出的地理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推理，解决问题。 
2、教师要根据先前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地从地图中获取信息、分析信息，提炼出地理特征，总

结出地理规律。 

环节三： 
用图检测 

1、学生回忆“已装进脑袋的地图”，复习课堂教学内容。 
2、根据课本地理探究活动，参照地图，完成相关的内容。 
3、让学生进行填图绘图练习、《自主练习》综合地图分析题的能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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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学生地图能力掌握程度现状调查 

3.1. 调查目的、对象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学生地图学习现状进行初步的了解，为改进教学方

法、构建地图教学模式提供依据。地理教学前期调查七年级 1~6 班全部学生，共 303 人，统计情况如表

2 所示，调查问卷发出 303 份，收回 300，有效 300 份。后期调查问卷调查实验班级(3、5、6 班)共 153
人，发出 153 份，收回 150 份，有效 150 份。 
 
Table 2.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表 2. 调查问卷统计 

调查阶段 发放问卷份数 有效回收份数 有效回收率 

前期调查(未地图教学前 1~6 班) 303 300 99.01% 

后期调查(地图教学后 3、5、6 班) 153 150 98.04% 

3.2. 调查问卷设计 

1) 调查问卷前期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共 8 题，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南宁市第三十一中七年级 1~6 班学生对地图兴趣的调

查(第 1 题)；地理成绩的调查(第 2 题)；教与学方法的调查(第 3~4 题)；地图在地理应用及效果现状调查(第
5-8 题)。 

2) 调查问卷后期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共 8 题，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对偏向地图教学实验班级(3、5、6 班)学生对地图学习

积极性及效果调查(第 1~4 题)；学生对地图教学模式的影响调查(第 5~6 题)；地图教学对学习效率的帮助

调查(第 7 题)；地图在地理应用及效果现状调查(第 8 题)。 

3.3. 调查结果 

3.3.1. 地图教学前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1) 你是否对地图的感兴趣？你会和同学一起探讨地图吗？ 
调查表明：61%的学生对地图较感兴趣，经常会和同学探讨地图；28%的学生偶尔对地图感兴趣；11%

的学生对地图没有兴趣。 
2) 你的地理成绩怎么样？ 
调查表明：基于初中地理考试满分为 60 分，分三大水平：优秀水平(成绩 ≥ 48 分)；中等水平(48 分 > 

成绩 ≥ 36 分)；不及格(成绩 < 36 分)。调查发现：43%的学生地理成绩水平位于中等水平(48 分 > 成绩 ≥ 
36 分)；36%的学生地理成绩水平较差(成绩 < 36 分)；而地理成绩很好的(成绩 ≥ 48 分，属优秀水平)只有

21%。 
3) 在地理学习中，老师使用哪些地图教学方式对你有学习地理有帮助？ 
55%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边讲边画简图”方式；23%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教学模式主要

以“手绘地图”为主；18%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教模式以引导学生“看纸质地图”为主；4%的学生认为老

师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观看地态地图”为主。 
4) 你认为以下学好地理的方法是？ 
53%的学生认为学习地理的主要学习方法主要以“运用地图理解记忆”方式；30%的学生认为学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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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主要学习方法主要以“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方式；12%的学生不清楚学习地理的主要学习方法；5%
的学生认为学习地理的学法以“死记硬背”方式。 

5) 你学习或复习地理时会读相关地图吗？课本上的地图都有读过吗？ 
38%的学生练习时的用图习惯是“有图必读”；29%的学生练习时的用图习惯是“偶尔读”；22%的

学生练习时的用图习惯是“一般不读”；11%的学生练习时的用图习惯是“从来不读”。 
6) 你在学习地理过程中会试着动手画过图吗，学习效果如何？ 
51%的学生觉得“自己不会手画地图，不清楚地图对地理学习效果有何影响”；19%的学生觉得“自

己偶尔手画地图，但地图学习对地理学习效果影响差”；19%的学生觉得“自己偶尔手画地图，但地图学

习对地理学习效果影响好”；只有 11%的学生觉得“自己经常手绘地图，对地理学习效果影响较好”。 
7) 选择题：分析珠江支流–邕江河流情况，需要涉及到的地图有？ 
62%的学生根据地理问题能够正确的选择分析所需的地图；还有 38%的学生对地图的正确选择存在一

定的偏差，不能正确地选择适合问题分析的地图。 
8) 综合地图分析填空题 
只有 22%的学生在“以地图分析答案的能力”的知识检测中得满分，而 41%的学生在“运用地图”

上存在的记忆混乱，分析偏差的现象。还有 37%的学生“运用地图”能力的得分率低，对地图陌生。 

3.3.2. 地图教学后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经过一个半学期的地图教学，对实验班级学生(3、5、6 班)再次进行调查问卷，其目的是为了验证地

图教学的有效性，及学生进行地图教学后是否有对地图的认知改变，能意识到地图对地理的重要性，从

而提升地理学习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1) 使用地图教学后，你对地理的学习积极性有什么变化？ 
调查表明：43%的学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学习积极性”没有什么明显变化；37%的学

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学习积极性”比以前积极；20%的学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

理的学习积极性”没有以前积极。 
2) 老师经常使用地图教学后，你认为你的学习效率？ 
调查表明：62%的学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学习效率”提高了；31%的学生在接受地图

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学习效率”没有明显变化；7%的学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学习效率”

下降了。 
3) 使用地图教学后，对你的思维能力有何帮助？ 
调查表明：55%的学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思维”更加清晰了；37%的学生在接受地图

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思维”无明显变化；8%的学生在接受地图教学后觉得对“地理的思维”更加混乱

了。 
4) 在三次的地理考试中，你从试卷的图上得到答案吗？ 
调查表明：49%的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能通过“分析地图得答案”但能得出答案的次数不多；32%的学

生在考试过程中能通过“分析地图得答案”但能得出答案的次数多；11%的学生在考试过程中不能通过“分

析地图得答案”；8%的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连图都不看。 
5) 在课堂中，你希望教师对地图进行更深刻的教学？ 
调查表明：58%的学生非常愿意继续进行“地图教学”；38%的学生表示对“地图教学”的接受程度

表示一般；仅 3%的学生非常不愿意进行“地图教学”。 
6) 在课堂后，你会主动去培养自己的读图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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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在课后有 71%的学生会主动培养自己的读图能力，而 29%的学生不会主动培养自己的读

图能力和意识。 
7) 教师将学习内容和地图结合后，对地理成绩有何帮助？ 
调查表明：57%的学生表示进行“地图教学”后提升了自己的地理成绩；35%的学生表示进行“地图

教学”后了自己的地理成绩没有明显变化；8%的学生表示进行“地图教学”后自己的地理成绩下降了。 
8) 综合地图分析填空 
调查表明：经过地图教学后 61%的学生在“运用地图知识检测”中能达到满分，而 30%的学生对“地

图的分析”依旧存在偏差，如学生只知道马六甲海峡，却根据地图判断不出该地就是马六甲海峡。仅 9%
的学生在“地图的分析”上对地图陌生，没有思绪。 

4. 地图教学课题实践 

4.1. 实验研究时间、对象 

1) 实验研究时间：2022 年 11 月~2023 年 7 月两个学期。 
2) 实验研究对象：南宁市三十一中学七年级 1~6 班，共 303 人。1、2、4 班作为对照班，共 150 人，

3、5、6 班为实验班，共 153 人。 

4.2. 不同类型地图的教学方法、地图教学课题选择 

4.2.1. 地图教学方法选择 
根据不同类型地图选择教学方法，以及突出教学要点，基于湘教版教材地图内容找寻具体教学案例分

析(表 3)。 
 
Table 3. Selection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points 
表 3. 不同教学方法的选择及教学要点 

不同地图类型 教学要点 

地理景观图 
① 教会学生分析地理图像所反映的事物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 
② 捕捉到图像表达的信息并对其中关键信息进行提取，进行解释。教会学生能够从地

理图像本身出发。 

地理示意图 
① 对于地理示意图，要注重概念、原理与规律。 
② 从整体出发，明确事物发展联系的过程，留意示意图中线条、箭头的变化方向进而

梳理出图中各事物、要素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 

地理统计图 ① 梳理各部分代表的地理事物，探讨数据演变、发展的过程。 
② 深入思考原因、预测其发展变化的趋势。 

4.2.2. 地图教学课题选择 
本实验选取湘教版七年级二十节内容展开地图教学，挑选了 20 个适合初中地理地图教学的实验章节

内容。 

4.3. 地图教学有效性分析 

4.3.1. 学生知识检测水平分析 
1) 地图教学前实验班学生学习现状 
为进行地图教学前对作者任教七年级实验班进行地理学习现状摸底调查，检测卷总分 60 分，其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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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题 30 分，非选择题 30 分。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成绩如下表 4、表 5 所示。 
 
Table 4.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before map teaching 
表 4. 地图教学前实验班学生学习现状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3 班 50 4 26.98 2.04 18.37 

5 班 50 8 25.14 1.96 15.69 

6 班 54 12 37.06 12.24 63.27 

总计 54 4 29.72 5.41 32.44 

 
Table 5.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map teaching 
表 5. 地图教学前对照组学生学习现状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1 班 56 2 35.31 12.24 55.10 

2 班 48 6 26.98 2.22 26.67 

4 班 52 12 29.14 5.88 27.45 

总计 56 2 30.47 6.78 36.41 

 
结果表明：实验班(3、5、6 班)与对照班(1、2、4 班)两者成绩平均分相似，学生现有水平小组内差异

较小。 
2) 地图教学后学生第一次知识检测学习现状 
地图教学后第一次考试进行知识检测，检测卷总分 60 分，其中选择题 30 分，非选择题 30 分。实验

班和对照班的成绩如下表 6、表 7 所示。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first exam after map teaching 
表 6. 地图教学后第一次考试实验组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3 班 48 12 26.98 1.96 21.60 

5 班 56 4 28.02 3.90 19.60 

6 班 57 24 37.25 10.40 62.50 

总计 57 4 30.75 5.42 35.57 
 
Table 7.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first test after map teaching 
表 7. 地图教学后第一次考试对照组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1 班 47 2 33.00 5.80 39.20 

2 班 51 13 32.38 9.80 39.20 

4 班 60 8 34.06 11.30 39.60 

总计 60 2 33.15 8.97 39.33 
 

结果表明：据实验组整体平均分而言，地图教学具有一定效果，本次考试表现不明显，学生还未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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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析图能力。 
3) 地图教学后学生第二次知识检验学习现状 
地图教学后第二次进行知识检测，检测卷总分 60 分，其中选择题 30 分，非选择题 30 分。实验班和

对照班的成绩如下表 8、表 9 所示。 
 
Table 8.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uring the second test after map teaching 
表 8. 地图教学后第二次考试实验组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3 班 55 4 29.1 11.8 35.3 

5 班 55 6 27.49 10.2 18.4 

6 班 56 8 37.3 23 52.1 

总计 56 4 31.3 15 35.26 

 
Table 9.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econd test after map teaching 
表 9. 地图教学后第二次考试对照组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1 班 52 8 27.31 5.9 33.4 

2 班 52 2 27.4 5.9 31.4 

4 班 59 8 34.1 11.8 43.1 

总计 59 2 29.6 7.9 36.03 

 
结果表明：随着学生对地图教学上课模式的熟悉适应，运用地图分析能力有提升，学生整体平均分比

未进行地图教学前更高，优秀率提升明显。说明学生正在接受“地图教学”模式，并且有意识培养运用

地图记忆知识点，运用地图分析地理事物之间的关系。 

4.3.2. 地理教学对策分析 
本文以南宁市三十一中 303 位学生为研究对象，地理教学实验结果表明： 
1) 学生地理的基础知识较薄弱，没有系统的方法学习地理。 
2) 学生对地图的兴趣较低；大多数同学都把地理当成了副科，所以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学生对地图不感兴趣，地图意识不足、学生做练习题时不习惯使用地图。 
3) 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又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探索那隐藏在地图之中的秘密。 
4) 学生使用地图的能力不强，读图能力欠缺，课后缺乏巩固训练。 
5) 教师对地图的应用水平欠佳，地图呈现方式单一，学生久而久之失去新鲜感。由于所带班级较多，

不同班级同一个地图分析效果差异大。 
总结：初中地理课堂教学采取地理教学模式具有可行性、有效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基于不同

学期针对性使用地图教学。例如：七年级 3 班、5 班(实验班)学生的基础较为薄弱，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不

断的强化地图阅读方法，需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分析地图蕴含信息，反复训练读图能力、培养析图能力。

七年级 6 班(实验班)学生的基础较为良好，教学过程中学生“一点就通”能快速找到地图蕴含信息，教学

过程中反复训练快速析图能力、培养用图解题能力。通过知识检测发现，地理教学模式对于不同基础层

次学生的地理能力提升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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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初中地理地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5.1. 存在问题 

本次研究围绕地图教学在到初中地理课堂中实施，结合实验班级(3、5、6 班)的真实教学过程现状，

分析初中地理地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得出以下共性问题： 

5.1.1. 学生方面 
1) 地图应用探究的机会不多 
在初中地理教学的实践中，需要有一张地图来促进学生的思维结构的发展，从而确保了地理教学工作

的有效推进。地图的应用可以和学生的发展目标相配合，从而把学生的能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

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而开展的地图探索实践活动却很少，而且所提供的地图

种类较少，应用和实践的机会较少，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和阅读需要。 
2) 学生的知识基础薄弱，用图功底不扎实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学生对教科书的地图不熟悉、教学课堂中表现出不扎实的读图、

用图功底，就很难在快速的课程过程中将相关的知识掌握。而且，在对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还

存在着许多的空隙，使学生能力的发展得不到保证。 
3) 学生缺乏知识点与地图结合的能力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积极性高，知识点能从课本文字性材料中找寻答案，但是考试

过程中。 

5.1.2. 教师方面 
1) 地图教学时未能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分析作用 
由于授课班级偏多，每班班级人数为 50 人左右。在一节 45 分钟的地理课堂中，教师进行地图教学有

时用到地图，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让学生们看一眼，学生对地图分析的主体性不够。 
2) 教师对学生地图应用的明确指导不足 
教师没有对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应用进行明确的指导，没有将区域地理的学习方法充分融入到地图教

学中，也没有具体要求学生在做习题时打开地图册查看。 
3) 对地图资料的挖掘程度不足 
教师地图教学过程中的地图资料仅仅为教科书的地图，地图的类型种类单一，学生地图分析仅限于教

科书的地图。而地图教学要求学生以教科书地图为基础锻炼读图、析图能力，还需将地图分析的方法运

用于不同类型的地图中。与此同时，教师需发挥教学主导作用，在备课过程中充分挖掘地图资料，设计

适合不同班级学生的地图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根据地图逐步思考，掌握方法和技巧。 

5.2. 解决措施 

据实际课堂教学情况分析问题，针对实验班级(3、5、6 班)出现的共性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主要分学

生、教师两方面进行分析解决措施，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此同时更好的提升教师的地理教学水

平，共促教学进步。具体解决措施如下。 

5.2.1. 学生方面 
1) 主动掌握正确使用地图的技能，对地图的正确选择和内容分析 
上课认真听取教师的地图指导步骤要求，包括选图，读图，析图，绘图等能力的培养，课后主动观察

地图册及课本地图，主动学习读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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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用地图建立思维导图，培养地理的思考能力 
结合教科书知识点，在地图上建立知识模型，例如：看到某的地区或国家，能根据地图信息和已有经

验分析为何某地会存在独特地图事物，地理现象，知识的运用和迁移，培养地理的思考能力。 
3) 学习利用地图进行地理知识的记忆 
看着知识点和观察地图相结合，观察地图能想到相应的地理知识点，而记忆地理知识点时，要在脑海

里出现一副地图。反复结合练习，提高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4) 培养阅读和使用地图的习惯 
在地图教学课堂中有了培养地图意识，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要主动培养自己的阅读地图和运用地图的

能力。不断优化地图分析能力。 
5) 依靠对地图中的事物与现象进行全面分析与应用 
教学过程中地图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让学生发现课本上地理事物和现象，能依

靠地图进行细一步的分析总结，不限制学生思维，解决根据地图提出总结的观点，落实了地理核心素养

的综合思维的培养和区域认知的强化。 

5.2.2. 教师方面 
地图教学模式能够大大提升学生对地理的兴趣，培养学生地理学习能力，能够有效地优化课堂结构，

提升教学质量。因此，它在地理课堂中得到很好的推广，要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

高中学地理教学中地图应用的若干对策包括： 
1) 课前措施：充分“三备”，挖掘地理资源、建立以地图观察为主线地理课堂 
备课是教师为上课，进行教学过程，达成教学目标提前进行的一种教学设计、计划和教学活动安排。

具体教学过程建议如下表 10 所示。 
 
Table 10. Measures before teaching 
表 10. 教学课前环节措施 

“三备”环节 措施 

备教材 

1、明确《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中教学重难点，积极思考如何突破教学重难点。 
2、认真分析地理教科书、地理图册，充分挖掘地图资源。 
3、增强地理知识储备，深度挖掘地理地图资源地图涵盖的地理信息，教师还可积极参与“集体备

课”环节，集体备课是教师教学思路的碰撞，多发现其他教师的教学过程中的亮点，教案的设计

从“个案”结合“共案”转换为“精案”。 
4、充分挖掘乡土地理，将身边的地理现象融入地理知识教学中。如《世界气候类型》这一课时，

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家乡“广西南宁”属于什么气候，我们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下的地区，提问

季节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如何，因此提出该气候特征。 

备学生 

1、分析学生心理发展。 
2、分析授课班级学生学习习惯、已有学习水平。 
3、以作者授课班级为例： 
七(3)班学生：地理基础相对薄弱，思维活跃，互动性强。 
七(5)班学生：地理基础相对薄弱，整体反应较慢。 
七(6)班学生：地理基础相对中等，学生思维能力强。 

备教法 

1、多媒体教学法：由于课时安排有限(每班一周两节课，每节 45 分钟)，可借助多媒体教学，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为读图分析预留时间。 
2、案例教学法：重视提高学生对地图的分析和解释能力，以提高学生实践技能为重点，与现实生

活相结合。 
3、问题探究教学法：融合乡土地理，紧抓身边地理现象以问题形式引导学生分析得出该课题地理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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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中措施 
① 重视初中阶段学生个体差异、建立地理学习互助小组 
初中生知识储备参差不齐，根据实验班级情况，设计地理学习互助小组，学生每 6 人为一组，学生水

平设计选择一位优秀水平(成绩 ≥ 48 分)的同学，选取两位中等水平学生(成绩 ≥ 36 分)，选取三位成绩居

后的学生，充分发挥“小老师”作用，每三大组选择一位总组长(成绩 > 48 分)，带动小组成员提高学习

的热情和积极性。 
② “留时间”给学生在地图资料上观察 
地图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在地图寻找地理事物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小部分学生反应快速。大部分学

生的反应慢，需要一定的方位指导。教学过程中发现某地理现象问题时，需指导学生找寻其地理事物，

并且观察其周围的地理事物是否对某地理现象的出现存在影响。 
③ 规范读图方法，规范地图学习要求及步骤，养成良好习惯 
反复强调读图方法，先读图名，再看地图三要素。如是分层设色地形图还需要图例引导以后，学生观

察颜色区分，不同颜色代表什么海拔高度和地形类型，以及主要地形类型的名称、地势特点。 
④ 地图教学先整体再局部，结合地理图册理解记忆分析知识点 
先整体再局部的方法与教科书编排有相似性，湘教版教材七年级下册第六章为大洲的学习，第七章为

大洲地区的学习，第八章为国家的学习。先了解“大背景”再进一步剖析。湘教版地图配套地图册汇集

大量的地图，如何合理利用好地图讲解知识点是我们当代地理教师不断探索的目标。 
⑤ 随堂练习，明确《自主学习能力测评》中练习内容 
义务教育阶段湘教版地理的配套练习主要以《自主学习能力测评》为主，充分挖掘测评内容，助力学

生知识巩固。《自主学习能力测评》有三大部分：自主导学、知识检测、能力提升三大部分。在所任教

的学生中，该部分的教学设计如下：第一部分自主导学不要求学生写，但要求学生在课本相应的文字划

线，并且在自主导学需填写部分用特殊方式标注出来。该方法也为学生提供了预习与复习的方向和提纲。

第二部分知识检测，课前找寻教学重难点对应的练习册题号，选择在课堂知识点结束后，有针对性的进

行当堂练习，剩下部分布置课后作业。第三部分能力提升，该部分知识有点难度，不要求全部学生完成，

设计为分层作业。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能充分锻炼每位学生。 
3) 课后措施 
① 布置地图分析的作业 
教师可布置阅读或简绘地图的作业，预先认识和熟悉地图内容，增加学习的兴趣度和主动性，同时培

养学生的读图、绘图、析图能力。 
② 明确地理集中答疑时间地点 
教师可针对性的精细辅导，学生能够有效的面对面解决问题，可以多次向教师发问，反复思考。对于

有问题，学习能力较欠缺的学生来说更容易解决问题。 
③ 绘制章节地理思维导图 
目的在于将零散的知识点整合联系、形成知识框架，有利于学生掌握内容框架。 
④ 课后反思 
教师课后反复揣摩课堂内容，及时发现不足有助于强化和完善课堂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以便更好的

为课堂教学服务，提高教学效果。 
⑤ 参加城区地理教学教研，观摩优秀教师教学 
南宁市每个城区都有相应学科的每周教研活动，学习优秀教师上课模式，上课思路，及对地图的选择

和运用，并且参与教研反思大会，听取授课教师的备课过程，及资料的收集途径等。教研过程中做好相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1530


郭婷，席武俊 
 

 

DOI: 10.12677/ces.2023.1111530 3634 创新教育研究 
 

应记录，教学课堂，及本人地图教学模式的启发。 

5.2.3. 措施效果 
1) 学生方面 
① 课前效果 
学生已运用《自主能力测评》课前预习重点填空部分，该部分不要求学生写内容，只要求学生在课本

查找、并课本标注知识点，即已完成简要预习，明确课堂主题。 
② 课中效果 
起初、实验班级(3、5、6 班)学生未适应地图教学模式，课堂进度较慢，部分学生观察地图蕴含知识

点能力欠缺，需教师一步一步引导观察。其次、学生熟悉并适应地图教学模式后，学生能按问题观察、

解读地图，教师补充内容，知识点之间链接自然、顺畅。课堂氛围活跃，学生注意力集中，即表现在随

堂测试时，学生能“有图有理”的表述地图内容。 
③ 课后效果 
地图为主的课堂、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课后效果即课后作业完成情况、思维导图的梳

理、下节课的课前复习小测。 
第一、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大部分学生能以理论为点、以图为面，联系知识点，作业本做题痕迹中对

地图的剖析得出答案。作业批改过程中正确率有所提升。 
第二、思维导图的梳理。要求为课题大方向正确、知识点完整即可，学生根据个人学习情况对思维导

图知识点进行“补充说明”，标注课本知识点所在页码，以便学生后期复习。思维导图的作用在后两次

知识检测复习中表现明显。 
第三、下节课的课前复习小测，小测内容为《自主能力测评》中课前预习部分。为了检侧学生对知识点

是否记忆漏洞，新授前五分钟，学生自主完成回忆并填空做答。小测结束后及时订正，学生能快速查缺补漏。 
2) 教师方面 
① 课前效果 
教师经过大量的备课资源沉淀，从观摩优课到构建思路、融入学情、教师特点等形成以地图教学为主

的地理课堂，教师一遍一遍梳理知识点，把握重难点，优化课件，力争呈现一节快乐地理课堂。 
② 课中效果 
教师通过以地图为素材反复讲授知识点，学生以图为载体，记忆知识点、联系知识点。紧抓学生地图

分析能力，随堂练习以课本例题为主，引导学生如何分析地图。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总结答案，

即旨在如何学。课题最后以《自主学习能力测评》典型习题为主，学生通过举一反三，正确有效的进行

答题。 
③ 课后效果 
教师通过不断的熟悉学情，优化教学，培训锻炼，优课学习等方法，将地理科学的地图作为课题教学

的左膀右臂。充分挖掘和完善教学方式，不断改良，站在学生的角度给予学生力量，不仅学生成绩得都

提升，学生对地理的积极性和兴趣也在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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