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Teaching Thinking on "activity"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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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ivity"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s is characteristic by diversity, openness. 

Inquiry can bett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new textbooks and stimulate students’ passion for 

geographical study. But because of limited lesson hours, it’s often ignored by many teachers. 

Thereafter, we analyz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 to address them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for teaching situation on "activity"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classes to ensure to 

reach its teaching targets as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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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教材中“活动”板块的教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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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地理教材中的“活动”板块具有多样性、开放性、探究性的特点，能够很好的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可以激起

学生的地理学习热情。但限于教学时数，很多老师对这一板块的教学处理都不够重视。据此，在对初中地理课堂的“活动”

板块教学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以确保“活动”板块的教学能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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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每个学生都不是空着脑袋进教室的，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主动重组、改造已有

的知识经验，从而学到新知识。它强调学生间的合作学习。新一轮课程改革也强调学生要自主、探究、合

作学习，提高知识迁移的能力，使学生全面、长久地发展，帮助他们主动构建认知结构，形成清晰的知识

体系。人教版初中地理教材中 “活动”板块的设计既符合这一学习理论，也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在实际情境中组织教学，以培养学生树立主动构建意识，用指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

活动的方式来传递地理教学信息。但现阶段“活动”板块的教学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学生是否积极参与活

动、主动学习；是否分工明确、合作学习；教师在思想上是否重视“活动”板块的教学；是否考虑到学生

的个体差异性；是否积极创新“活动”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2 “活动”板块概述 

进行课程改革首先要改革教材，无论是哪种版本的初中地理教材，改革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活动”板

块数量的增多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教材在每一节中都设置了“活动”板块。希望通过“活动”板块的

运用，将地理知识与地理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学生小组间的合作、探究、交流等多种学习活动，

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切实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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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设置“活动”板块的目的 

以罗杰斯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学习论主张学习者是完整的人，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整体人格，强调

课程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使学生“有意义”地学习。新课改则强调“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活动”板块设置了大量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趣味性很强的地理问题，其目的是让学生在参与课堂活

动过程中体验学习，在享受轻松活泼的活动中自主构建知识，实现“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新课改核心理

念[1]。教师在教学中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情感和观点，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总结，营造欢快

轻松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有意义学习，更好地发展潜能，拓展学生的思维和实践创新的能力。 

2.2 “活动”板块的类型 

谢婷在《人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册活动栏目教学研究》中对教材“活动”板块的分类进行了研究，按照

活动内容将其分为六种主要类型：读图填图类、图表分析类、资料搜集类、社会调查类、问题讨论类和设

计撰文类[2]。地理图表类活动包括读图、填图、填表。无论是地理知识的学习还是地理问题的探究都要

通过“读图”来完成[3]。教师可通过图表类活动整合相关知识指导学生进行读图训练，锻炼他们从图中

提取信息并处理等地图基本技能。图表分析类活动以图表为载体，学生通过对各类地图、表格数据中所提

供的信息资料分析总结，得出结论[4]。资料搜集类活动是提供课本上粗略说明的知识问题的一部分相关

信息，并针对其拓展性问题让学生凭借生活中的各种渠道如网络、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等来搜集相关

主题的资料，从而获取感性认识，得出自己的见解。旨在提高学生收集、筛选、分析信息，解决问题的能

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社会调查类活动则需要学生事先制定调查

步骤，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访问，并对所获信息加以整理和归纳，从而按计划地针对问题提出建议、

解决有关地理问题。问题讨论类板块则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课程标准》指出，“讨论是活动中最常

用的交流、学习形式[5]。”设计撰写类活动则是通过提出某一地理方面的热点话题，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

撰写相关的地理小短文或者设计主题板报等，这种活动方式使学生的语言写作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锻炼。 

2.3 “活动”板块的特点 

“活动”板块的特点可以总结训三个方面，即：类型的多样性，“活动”板块类型包括读图绘图、计

算填表、选择连线、资料搜集、讨论分析、演示实验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在学习每节内容时都能产生新颖

感和好奇感，激发了他们对地理的学习热情；内容的开放性，“活动”板块设计时注重选取联系学生生活

实际和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创设问题情境为学生进行探究提供信息作为参考，体现新课改中强调的培养学

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但问题往往没有具体现成的答案，开放性比较大，给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过

程的探究性，“活动”板块给学生提供内容上的一系列活动步骤以及活动指导，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独立思

考，自主学习，动手操作，并与小组间讨论交流，让学生结合地理知识与地理技能，在探究学习中感受自

主解决地理问题的过程，从而达到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丰富学生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不断自我完善和

提升的目的。 

3 “活动”板块教学中存在问题 

为准确了解初中部“活动”板块教学内容的被执行情况，对南京市某中学八年级 8 个班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一共发放 311 份，回收 304 份，回收率达 97.75%。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归纳，发现初中地理“活动”

板块的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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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固守传统教学模式，缺乏主动学习意识 

在初中地理“活动”板块的教学中，虽然教师大多都会高频率地使用各种地图、图表，或者在黑板上

绘制简易地图来辅助课堂教学，但大多数老师仍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讲授为主，而学生又习惯性地被

动“听讲”，机械式地记忆并抄写课堂笔记，接受式地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违背了学生在教育教学中处

于主体地位，是学习的主体[6] 的要求。各类活动都是依赖教师的提示，忽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久而

久之，学生参与活动时的新鲜感和好奇感逐渐消磨殆尽，渐渐对地理学习失去本应有的兴趣，学习积极性

降低，容易走神，影响课堂教学质量（见图 3-1）。被动参与与几乎不参与的学生占到了总人数的 41%，这

类学生在学习上所表现的被动性不单单只是针对地理这门学科，而更多的是个人学习态度上的被动性。 

图 3-1学生在“活动”板块教学开展过程中的参与情况 

3.2 师生关系协调欠佳，缺乏团队合作能力 

初中生在小组活动中缺乏合作意识这一现象也较普遍，未能发挥合作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上所起到的良

好的催化、辅助作用，这与教师在课堂上没有组织好活动安排、协调好学生分工等有很大关系。在小组讨

论中要么大家各抒己见、相互争论；要么互相推辞导致任务停滞（见图 3-2）。共计有 38%的学生处于要么

不动脑思考，只听其他人讨论人云亦云；要么坚持个人观点，不耐心倾听他人不同的观点；或者上课开小

差，不参与讨论，这与教师在课堂上没有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没有组织协调好学生之间的合作分工有很

大关系。 

图 3-2学生在小组活动中的合作讨论方式 

3.3 教学思想上不重视，教材处理没有做好 

在中学初中地理属于副科，课时安排相对较少，还会被主课老师或校内活动占用上课时间，考虑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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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进度等问题，大多数教师往往会缩短活动时间或简略活动方式，有的甚至在课堂上舍弃“活动”板块环

节，把活动任务交给学生课后完成。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快速讲授重要知识点，很少花精力去改善“活动”

设计并合理开展（见图 3-3）。在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仍以传统的“教师讲、学生记”的讲授式和回

答问题式为主，教学手段枯燥单一。另外教师在课堂上有时过于放大学生的主体性，完全放手让学生完成，

在调查中教师把活动交给学生自主合作完成占比为。而在课堂上教师真正做到通过引导学生合作讨论、思

考问题，并及时归纳总结得出结论的方式仅占 40%，无法体现“活动”板块设置的过程探究性特点，很难

达到“活动” 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降低了教学有效性。 

图 3-3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活动时的教学方式 

3.4 忽视学生个体差异，活动参与质量不一 

教育学相关理论中强调学生之间存在着性别和年龄上的个体差异，部分学生学习习惯较好，学习能力

较强，在“活动”板块的开展过程中能积极动手动脑，勤于思考，探究问题。而有些学生思维不够活跃，

观察分析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跟上教师教学环节的步伐，导致教师在教学进度和教学要求上不能满足所

有学生，影响教学质量（见图 3-4）。有 9%的学生基础较差，很难独立思考解决问题；33%的学生在参与“活

动”过程中有点吃力，思维有点跟不上；考独立完成的学生只占 12%，因材施教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 3-4学生在“活动”中参与能力统计 

4 优化“活动”板块教学的建议 

4.1 创设趣味情境，吸引学生主动参与 

人教版初中地理“活动”板块的设置本身就通过其新颖的授课方式，活跃的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有浓厚的兴趣投入到思考实践当中。初一到初三的学生，他们更容易被富有情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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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7]。教师要想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就得激发学生的地理兴趣，这就要靠教师在现有的“活动”

板块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改良优化，创设出新的趣味性的活动情境，灵活变通，使活动过程生动有趣，增

强“活动”的趣味性。学生只有觉得学习有趣，才会对科学知识产生了解、征服的欲望，促使他们主动学

习，主动思考[8]，主动地投身到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 

4.2 引导学生合作，转变师生关系 

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作用在活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是尤为重要的，关乎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能够

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教师对于学生的学习要扮演好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另

外，还应注意调节学生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活动前教师要把握每个问题探讨的深度，结合初中生的年龄特

征和知识能力水平，向学生表明活动要求，布置具体任务，在活动后要适时做好分析和总结工作，正确的

观点要表扬，错误的要及时纠正跟补充，使指导贯穿活动的始终。有效的语言交流可使课堂焕发生命力、

更加高效进行[9]。因此教师要注重优化师生关系，把教学当做是与学生合作、沟通的过程，为学生营造

和睦轻松的氛围。 

4.3 重视活动教学，改良课本中活动教学设计 

要想把大量的“活动”板块内容在实际的教学中较为完整地呈现，需要教师对原有“活动”板块内容

进行再加工、再设计，使其即达到教学要求又在规定的课时安排之内完成。这就首先要求教师要认识到“活

动”板块在教学实施中的重要性，对新课改的教学理念和活动教学观念进行深入剖析，改良活动设计，使

之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10]。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能充分运用眼、手、脑，通过“活

动”培养动手、动脑能力，从而获得生动的感知和体验，使所学知识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4.4 实施分层教学，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是完整的人，而每个学生个体又都是鲜明独立的，他们的学习习惯、学

习能力、生活环境、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教师需要对各班级学生的学情进行分析，了解不同层次

学生对“活动”过程的参与难易程度，从学习要求、任务问题、活动作业等方面分层教学，分层关注学生

的差异。“活动”的设计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让学生产生亲切感，降低学习难度。知识来源于生活，

新课改指出，教育教学要贴近学生生活[11]。教师可巧用问题讨论类、社会调查类等类型中的体现生活元

素的“活动”板块组织教学，如人口问题、水资源保护等，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思考地理问题，

培养他们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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