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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教学策略

刘迎春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第一中学�山东�泰安�271022

摘�要：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内涵指的是将地理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生活化教学

在初中地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本文提出了几种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策略，

包括从乡土地理入手、挖掘生活实践素材、联系生活实际教学、创设生活情境以及结合学生生活经验。这些策略可以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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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地理知识一直是教师们努力探索的问题。生活化教学作

为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将地理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

合，为学生提供更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本文通过探

讨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的内涵和作用，旨在提出有效的生

活化教学策略，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为初中地理教师的教学工作提

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初中地理教学向更高层次发展。

1��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内涵

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通过将地理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实

际情境相结合，将抽象的地理知识融入到学生的实际生

活中，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学习地理，从而更好

地理解、掌握和运用地理知识。这种教学策略的目的不

仅是让学生掌握地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让学

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

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地理知

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通过将地理知识与实

际生活相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加关注身边的环境、人

文、社会等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

识。此外，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和应用地理知

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2��生活化教学在初中地理中的作用

2.1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地理学科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科目，它所涵盖的

内容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将地理知识与生

活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相联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更加

关注社会、关注环境，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例如，

在讲解“环境保护”这一主题时，我们不仅可以引导学

生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例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

处理等，还可以通过让学生进行调查、分析、讨论等方

式，深入了解这些环境问题的成因和影响。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护环境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从而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

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为我们的地球

做出贡献[1]。通过生活化教学，我们可以将地理知识与学

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地理知

识的重要性。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提高他们的学习

效果。同时，生活化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2.2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地理学是一门涵盖了自然和人文现象的综合性学

科，它涉及到许多抽象的概念和数据。对于初中生来

说，这些内容可能难以理解和掌握。通过生活化教学，

教师可以把这些抽象的地理知识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实

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讲解“气候变化”这一主题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关注当地的气候变化，如降雨量、气温、风向等。

通过让学生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教师可以帮助他们理

解气候变化的趋势和影响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

仅增强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提高了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将地理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

合，生活化教学能够使抽象的地理知识变得更加具体、

生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3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生活化教学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更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地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它要求学生们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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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新的知识。在生活化

教学中，教师通常会引导学生参与到各种实践活动中，

如观察地理现象、调查社会问题、绘制地图等等。这些

活动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地理知识，通过观察、分析、

总结等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在讲解“地

图绘制”这一主题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动手绘制

地图，包括地图的比例尺、方向、图例等要素。通过实

践操作，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此外，生

活化教学还可以通过引入生活中的案例来加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例如，在讲解“气候变化”这一主题时，教师

可以引入一些生活中的案例，如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

上升等，让学生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来理解气候变化的影

响和应对措施。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和引入生活

中的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同时也可

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2.4  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生活化教学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还注重

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2]。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实践活动、

自主探究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

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创新能力等，从而促进

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例如，在讲解“旅游地理”这一

主题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己设计旅游路线和行程安

排，让学生通过实践掌握旅游地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

等。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让

学生在交流和讨论中互相学习和提高，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和团队精神。通过生活化教学，学生不仅能够掌握

地理知识，还能够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为未来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3��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策略

3.1  从乡土地理入手
利用学生身边的地理现象和资源，开展乡土地理教

学，让学生感受到地理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初中地

理教师应该结合教学内容，积极挖掘生活中的实践素

材，如旅游、交通、城市规划等。这些领域都与地理知

识密切相关，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地理知识的应

用和实践价值。例如，在讲解“中国的旅游资源”这一

章节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自己曾经去过的旅游景

点，以及这些景点所展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背

景。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旅游资源的内涵和

价值，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除了

在课堂上讲解生活实践素材之外，初中地理教师还可以

开展一些生活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地理知

识。例如，在讲解“天气和气候”这一章节时，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观察当地的天气和气候变化，并且记录自己

的观察结果。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加深入

地理解天气和气候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并且提高自

己的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初中地理教师还可以运用一

些生活化的教学工具来辅助教学。例如，在讲解“地球

的运动”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运用地球仪、模拟软件

等工具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地球的运动规律和变

化。通过这些生活化的教学工具，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

理解地理知识，并且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通

过挖掘生活实践素材、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运用生活

化教学工具等策略，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地理知

识，并且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3]。同时也可以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联系生活实际教学
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策略的核心是将地理知识与学

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例如，天气变化是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现象，教师可以结合天气变化进行地理知识

的讲解。例如，在讲解气候变化时，可以引导学生观察

不同季节天气的变化，分析气候对当地环境和人类活动

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气候

变化的相关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环境保护

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初中地理教学中的重

要内容。教师可以联系环境保护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

例如，在讲解水资源时，可以引导学生探讨水污染的原

因和防治措施，以及如何保护水资源等。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水资源保护的相关知识，

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旅游是人们喜爱的休闲方式之一，

也是初中地理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教师可以结合旅游进

行相关知识的讲解，例如，在讲解地形地貌时，可以引

导学生了解不同地区的旅游景点和特色，分析地形地貌

对旅游的影响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

理解地形地貌的相关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旅游实践中。

3.3  创设生活情境
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是一种将地理知识与日常生活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应

用能力。根据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创设生活情境，让学

生在情境中学习地理知识。这可以是通过模拟旅游、城

市规划、天气预报等生活场景来实现。例如，在讲解地

图阅读和方向识别时，可以让学生模拟在城市中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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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图找到目的地；在讲解城市规划时，可以让学生

模拟规划一座城市，考虑地理因素如地形、气候、水源

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生活中有很多地理知识的应用，

教师可以挖掘这些素材，让学生感受到地理知识的实用

性。例如，在讲解气候时，可以引入当地的气候特点和

学生熟悉的气象现象；在讲解河流时，可以引入当地的

河流和水利工程；在讲解自然灾害时，可以引入当地的

自然灾害和防灾减灾措施[4]。地理知识比较抽象，很多概

念和现象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因此，教师可以

运用生活语言来解释地理知识，帮助学生理解。例如，

在讲解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时，可以用“车轮”来比喻地

球的自转和公转；在讲解气候类型时，可以用“四季如

春”来形容四季变化不明显的气候。课后作业是巩固学

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教师可以布置生活化的作业，

让学生在生活中实践和应用地理知识。例如，在讲解环

境保护时，可以让学生调查当地的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在讲解旅游地理时，可以让学生设计一条旅游路

线并介绍景点。

3.4  结合学生生活经验
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策略中的结合学生生活经验，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关注学生的生活实际，将

地理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地理知识，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和

问题，例如天气变化、环境污染、城市规划等，让学生

感受到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和解

决，例如解释天气变化的原理、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

探究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等，让学生感受到地理知识的实

用性和趣味性。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

或调查，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经济状况

等。通过实地考察或调查，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地

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探究能力。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当地

的博物馆、文化遗址或自然保护区等，让学生亲身感受

地理知识在人文景观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应用。最后，教

师还可以通过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方式，模拟生活中

的地理情境，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例如，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模拟城市规划的案例，让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并提出自己

的建议和方案[5]。通过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和

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释和解决，组织学生进行实

地考察或调查，以及模拟生活中的地理情境等方式，可以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提高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兴趣和热爱。

结语

初中地理教学生活化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地理知识，提高学习效果。本文从

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生活化教学策略，包括利用乡土地

理资源、挖掘生活实践素材、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生活

情境以及结合学生生活经验等。希望本文能够对初中地

理教师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促进初中地理教学的生活

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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