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应用

生活化教学理念，能够使学生

在系统性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形

成良好的个人核心素养。在初

中地理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结

合生活化教学理念，培养学生

的探究学习技能，提升学生的

探索学习动力，为开展创新性、

趣味性的教学活动提供助力。

初中地理教学要发挥启蒙性作

用，在指导学生探索地理知识

时融合课改目标，开阔学生的

地理知识视野，围绕“生活中

的地理”这一主题，提高学生

理解地理知识的能力，使学生

在课程探究中，增强地理问题

处理能力，有效建构地理学科

框架。

关键词：生活化教学；初中地理；

乡土资源

教师要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

上进行提升和拓展，需要运用新方

法和新技巧来指导学生开展知识点

探索活动。为了帮助学生增强地理

学科学习综合能力，教师要结合初

中地理学科的特色，借助生活化教

学手段培养探索学习技能，激发学

生课程学习兴趣，提高课程学习成

效。与此同时，教师要构建多样性、

创新性、开放性的学习环境，培养

良好的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地理

意识，增强课程学习综合能力。

一、 生活化教学理念在初

中地理教学中的作用

( 一 ) 有利于培养学生生活认知

初中生的思维活跃，在渗透生

活化理念的过程中，教师要围绕地

理知识点进行探究教学，帮助学生

把握知识点，从而增强课程学习意

识，提高课程学习综合能力。地理

与生活息息相关，教师要围绕地理

教学的目标任务，全面构建多样性、

多元化的地理学习环境，使学生的

生活认知能力得到锻炼，为开展高

效率的课程教学活动铺路，让学生

在生活地理理念下，提高地理学习

综合能力，提升生活认知综合水平。

( 二 ) 有利于展现教学内涵

教师要根据初中生的年龄特

点、生活能力，科学渗透生活化的

教学理念，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培

养正确思想、形成认知意识，进而

开展对知识点驾驭能力的训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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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学生在地理内涵的引导下，

提升对知识点的探究学习能力，发

挥新课改教学目标的教学导向作

用，使学生的地理认知综合能力得

到培养和拓展，从而完成课程学习

预期目标。另外，在生活化教学思

想的渗透中，可以充分展现地理教

学内涵，让学生围绕生活化元素进

行知识拓展，从而增强课程学习综

合素养。

( 三 ) 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教师要在初中地理教学中，以

先进的教学技术、高超的教学手段、

多样的教学素材提高学生的地理学

科综合能力，使学生在前沿性、拓

展性的学习活动中，提高知识点的

应用水平，形成良好的地理思考意

识，培养良好的学习探究习惯，全

面拓展实践学习综合能力。同时，

学生在地理生活化理念的探究中，

掌握了地理学习方式方法，提升了

综合学习能力，形成了多样性学习

认知，理论联系实践学习能力得到

提升，为开展创新性、趣味性学习

活动提供助力。

二、 生活化教学理念在初

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教师要遵循生活化教学的重要

原则，帮助学生建构多样性学习思

想，使学生在生活化的教学理念下，

遵循地理知识学习原则。

( 一 ) 经验原则

生活化教学方法的应用，要结

合地理教材的应用方法，增强学生

对知识点的驾驭能力，帮助学生建

构地理思维。在生活化教学理念下，

可以依照地理经验原则，对教材内

容进行系统性学习，使学生在经验

原则的前提下，了解地理知识学习

内容，结合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应用

能力，增强学生地理学习的综合能

力。另外，借助生活经验渗透地理

专业知识，可以帮助学生轻松、愉

快、自主地掌握知识内涵，从而提

升课程学习综合素养。

( 二 ) 位置原则

教师在进行知识点渗透时，要

对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进行评估，

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

的知识驾驭能力，使学生在多元化

学习模式下，了解地理知识的作用

与价值，有效培养地理思维。在遵

循位置原则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

学生生活的周边资源，开展教学引

导活动，突出学生地理知识探究学

习思想，从而提高对知识要点与重

点的掌握水平，为拓展学习思想、

培养地理思维提供助力，发挥位置

原则的重要作用。

( 三 ) 开放原则

在生活化教学理念的渗透中，

教师要遵循开放性原则，帮助学生

建构地理学习思维，使学生逐步形

成良好的学科认知，有效开展创新

性、趣味性教学活动，从而提升课

程学习技能水平，彰显新课改教学

的节奏性与内容性优势，让学生在

丰富多样的生活化元素中，丰富地

理学习思想，培养探究实践能力，

全面开展知识点的拓展应用活动，

从而提升课程学习综合能力。另外，

在开放性原则下，教师要帮助学生

进行知识点拓展，使学生在具有探

究性的学习环境中，提高知识学习

水平，为开展创新性学习活动铺平

道路。

三、 生活化教学理念在初

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在生活化教学理念下，教师要

根据初中生的特点，开展创新性的

教学引导活动，促使学生在知识拓

展中培养学习思想、提升实践能力，

为开展高质量、高效率的教学活动

拓宽路径，从而增强知识点消化吸

收能力。另外，有效培养学生课程

学习思想，为开展系统性学习活动

提供助力。教师要在具体的教学环

节，通过建构生活化教学环境，展

现生活化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课程

学习技能水平，使学生真正掌握知

识的架构，从而增强核心竞争力。

( 一 ) 了解地理知识特点，挖
掘与生活的联系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要结

合多样性教学方法，迎合生活化教

学目标，让学生在知识点探索中，

培养课程学习技能，从而增强实践

学习综合能力。

例如，在教学“气候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知识点时，教师可以根

据现实生活中学生对气候的了解，

鼓励学生在地理知识探索中，了解

气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促使

学生的地理学科素养得到全面培

养，从而提高课程探究学习综合能

力。比如，了解生活中的天气预报

情况，使学生在课程探究中增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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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的驾驭技能，提高课程学习

水平，为开展创新性学习活动拓宽

路径。教师要在适宜的教学情境中，

激发学生活跃的思维，培养良好的

探究技能，使学生在具体学习活动

中，掌握影响气候的因素，找到气

候产生的条件，等等。

( 二 ) 创设生活场景，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

教师要结合地理教学目标任

务，培养学生优秀的学习技能、良

好的学习习惯，积极开展生活场景

创设活动，使学生在形象、直观、

真实的学习场景中，掌握地理知识

的结构特点，有效培养探索学习兴

趣，启发地理学习思维，提高知识

消化吸收能力，从而培养良好的地

理学科学习兴趣。

例如，在教学“世界气候”这

一课程内容时，教师要通过创设生

活场景引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帮助

学生了解生活中地理存在的形态，

明确地理知识与生活的内在联系，

使学生在“世界气候”的学习过程

中，提升生活化认知，增强实践学

习能力。比如，为了吸引学生的地

理学习兴趣，教师可借助图片、视

频、声音等素材内容，帮助学生了

解生活中常见的气候变化特点，使

学生在熟悉的动物园、植物园、海

洋馆等场所，感受气候对生活的影

响，从而对教材中的热带雨林气候、

地中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热带

草原气候等进行直观性学习，使学

生在课程探索中增强学习能力，加

深学习印象，为开展多样性地理教

学活动拓宽路径。

( 三 ) 结合乡土资源，提升学
生学习能力

教师要以提高学生地理学科综

合能力为目标，在进行课程教学时，

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乡村资源，帮助

学生掌握地理学科知识点的生活意

义，使学生在探究学习活动中，逐

步掌握知识学习的方法，培养探究

学习热情，从而增强理论联系实际

的综合能力，提升地理学习水平。

因此，教师要结合教材中的教学内

容，在预习、讲课、复习环节，鼓

励学生挖掘乡土资源的优势，促使

学生在课程探究中全面培养地理学

习意识，提升课程学习核心竞争力。

例如，在教学“乡村和城市”

这一知识点时，为了帮助学生有效

对比乡村和城市的差异与共性，在

具体教学活动中，通过创设户外体

验活动，明确城市乡村的特色，提

高学生体验。比如，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通过互动交流的形式，鼓励

学生进行语言表述，说一说自己的

家乡相关的地理情况，通过对环境、

气候、设施等内容的阐述，帮助学

生了解乡村和城市的风土人情，使

学生在地理学习中更加精准、深入、

立体地了解地理知识的特点，促使

学生在生活化教学理念的导向下，

增强课程学习综合能力。

( 四 ) 提供多样条件，培养学

生生活认知

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围

绕地理教学目标任务，在具体教学

中，为学生提供多样性的学习资源，

引导学生逐步强化地理学科认知，

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使学生通过培养生活认知、形成学

习意识，提升对知识点的驾驭能力，

从而提高课程学习综合能力。比如，

教师可借助多媒体、新媒体教学平

台，通过“声、光、电”的有效应

用，刺激学生的感官，让学生在课

程探究中，增强课程学习技能，全

面拓展生活认知能力，为开展高质

量的地理学习活动拓宽路径。

例如，在教学“农业的地区分

布”这一知识点时，教师要在生活

化教学理念的导向下，帮助学生结

合多媒体等学习平台，了解南方和

北方家庭的生活方式，使学生在地

理学科的地域性特点下，掌握知识

学习方法与技巧，提高学生课程探

究水平，全面培养课程学习兴趣，

增强课程学习动力，为开展高质量、

高效率的课程学习活动提供助力。

比如，我国南方和北方的粮食作物

有哪些区别？南方盛产稻谷、北方

盛产小麦等，使学生对地域特点进

行分析，提升初中生地理综合学习

能力。

在生活化教学模式下，教师将

复杂抽象的地理知识转化为生活化

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知识点探究中，

掌握地理学习方法，加强对地理知

识的应用。教师要结合地理知识点

内涵，增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探究

能力，带领学生围绕地理知识的重

难点进行统筹性学习，结合生活化

教学理念，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自

主学习技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学习

方式，突出学生课程学习的主体地

位。让学生结合熟悉且常见的地理

现象，开展知识探究学习活动，从

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彰显新课改

地理教学的优势，提升初中生综合

性学习能力。（作者单位系广河县

回民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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