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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地理图像教学模式探究

□ 釦 梦 先 鸟 摩 霞／ 炖 灰 职 此 ＃ 梵

摘 要 地理 图像承栽着丰富 的 学科知识 。 文章通过分析人教版高 中地理教材 中 涉及的 地 图 、地

理景观 图 、地理统计 图 、等值线 图和地理影像等 ，
谈谈针对 不 同 类别 的 图像 ， 如何实 现 高 效教学 ，

以期 为

广 大地理教师提供参考 。

关键词 地理 图像 分类教学模式

在地理学中 ，地 图是指依据设定 比例 ，
利用地理学了解气候 的基本分布情况

，
进而分析其特点 ， 最后让学

符号 、不同色彩及文字陈述等方式来呈现地理环境 、地生独立探究 ，
并尝试通过 自 主学习 归 纳 出 来 。 同时 ， 可

理标志及其他地理信息 的图像载体 。 地图具有三要素 ，
鼓励学生进行分层 自 评与组评 。 下 面笔者就不同类型

即图例 、方向 及 比例尺 。 从分类来看 ，依据功能不 同 ，地地图谈谈如何实现髙效教学 。

图可分为
一般地图及专属 地 图 。 髙 中 阶段地理学科涉

＿

、地理景观 图

及的地图大多是对地理条件 、地理标志 、
特征事物及范地理景观图 ，

主要是用 以表现不 同气候或地理位置

围的反映 ， 属于专属地图 。下的地理表征及环境的 图像 。 在高 中阶段 ， 地理景观图

教学 中
，
教 师需要创新教法 ，

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地 一般出 现在对具体地理环境的直观认知 ，
或地理环境与

图教学的有效性
，
可采用

“

读图一分析一归纳
”

的模式进事物之间关系的辩证上 。 如在北方黄土高原地带 ，
由 于

行教学 。 以
“

世界气候
”

为例
，
教师可引 导学生通过读图季风气候 、降水量差异较大等原因形成了 沟壑分明 的黄

表 ４ 跨学科类微课设计
ｒ＾ｉ

￣￣


｜

物理 中 的 比 热容概念

跨学科知识 相 关 学科 微课课题内 容简 要热 力 性 物理 比热容 可 以 帮 助 学 生理 解海 洋

地 球地球周 围 包 裹 着 稠 密质 差异与 陆地温度差异的 原 因

具 有 生万 有 的 大 气层
，

这些

＝

气不 会学 习 热胀冷 缩 的 原 理
物 生 存 物理 引減 散去

＝
为

“

万有 引 力
”

，

风化 物理 热胀冷缩 可 以 更好地 了 解地理风
的 大 气＿念 ；＾ 有 引 力 可—释±化的相 关机制
条件


物生存的 大气条件




太 阳 能量 的 主 要来 源
申

历 史 中 新航路 的 开辟

太 阳是太阳 内 部 的 核聚 变
，
通＃新 航 及耗费 的 时 间 介绍

，
可以

録 的 物理 錄变 ＿理 学 名 词
“

聚 变
”

路的开辟 ＆－ 步 解释 洋流＿

来源的介绍 ，
加深学 生对 太 阳的影响

能源 来源 的理解

地球在公转过程 中
，
所生物 的 生长 与 大 气 圈 、

经过 的 路线 上 的 每
一

点自 然光 合 水 圈 、岩 石 圈 都是相联 系

地 球都在 同 一个 平 面 上
，

而 且环 境 的 生物
作 用 的 的

，
其 中 与 大 气 圈 的联 系

的 公 转 物 理＾

°

构成－个封 闭 曲 线 ， 叫 做整体性
过程及 体现在光合作 用

，
通过介

和 自 转
运动地球轨道

，
是
－

个接近正意义绍 光合作 用 可 以 进一 步

圆 的 檷 圆 ，
可以 用 圆 周 运


说 ８月 ａ ，
然城雜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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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土髙原地貌 。出有效的地理信息 ，是一个难点 。

这类景观图 往往缺 乏必要 的 文字 注解 ，
导 致学生由于地理影像在地理学 习 目 标中 并没有具体的学

“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

。 加之学生在 日 常的生活或习步骤与要求 ， 所以 针对地理影像教学 ，教师要把握好

学习 中 ，
对差异化环境下 的地理景观认知 不多 ，相关知尺度 ，设置恰当 的教学 目 标 。 具体教学过程中 ，

以介绍

识也相对缺乏 ，因此理解起来可能会出现偏差 。的方式明确指出相关地理影像的性质与来源 ， 可结合多

以黄土高 原地貌景 观为 例 ，
教 师可在教学 中采取媒体进行辅助教学 ，

指导学生对地理影像 中的直接解译
“

图文结合
”

的模式进行教学 。 首先 ，
让学生课前搜集关标志和间接解译标志进行解读 ，这样教师的语言描述更

于黄土 高原地理景观的 图片 ，并 自 配文字说明 ，将成果有力
， 而学生又能生动直观地认识地理影像 。 此外

，
对

发给小组负责人 ，
课堂上 以 多媒体形式呈现出来 。 教师地理影像中地理事物所呈现的 色彩特征 ， 教师应 引 导学

也可在课前对学生所提供的图 片信息及文字进行筛选生加 以关注 。

或补充
，
以保证 图片信息的适宜度与 有效度 。 其次 ，

要四 、等值线 图

注重及时小结
，
如 学生讨论完黄土高原景 观的成因后 ，在地理学习 中 ，经常会遇 到

一

类 由 相 同数值串联成

教师要及时对原因进行汇总 ，并帮助学生厘清分析问题 封闭或半开 曲线的情况 ，
这些曲线呈现着

“

连续分布 ， 逐

的思、路 。层变化
”

的特点 ， 像等温线图 、等高线图 、等压线 图等均

整体来说 ，地理景观图 的教学中 ，
教 师要注重对学 是如此 ，我们称之为 等值线图 。

一般而言 ， 等值线是通

生的引导
，
可设置 目 标任务引 导学生结合教材文字深入 过疏状情况 、弯 曲走 向及现有形态等来反映地理事物分

挖掘地理景观图 的信息 ，
刨根问底 ，深人分析景观 图 中 布特征的 ，其包含的 信息较为丰富 ，

同 时也是重要 的考

地理环境的形成原因 ，
从而提取重要 的地理信息 。 这样核 内容之一 。

不仅能增强学生Ｍ麵 、析醜力
，
更腿升料＿自于等值細包細信息复杂 ，导致額别 难度较

ｉ大 ，许多学生在面对等线图时往往不知所措 。 教师教学

时 ， 要保证学生能够明确基本的认图原则 ， 即同
一条等

地鮮科中 ，
关于数据赚计并 不 多 ， 但是－些＃

值线上 的数值相等 ，不同 等值线等值距相 同 。 同 时 ，借
键的知识点 ， 如研究人 口结构时 所涉及 的人 口 占 比 ， 可

螩例进行实践指 导 ，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等值线图作 为

麵进行重点麵 ， 以雖学生实现迁移应用 。

直观呈现地理事獅 ｉｔｉ
：
变化腫＊

：
关 能轉賴随着现倾雜术进人麵学科

， 地賴学 内 容正
？ 胃妙

錢鮮富 ，所娜借雌教育手段也独多样
， 而这

ｍ纖师的专ｍ離力提 出 了麵 要求与挑战 。 要

赃此背景下实现高效课堂 ，教师应对不同地理图像的
有效信息 ，

这也是学习地理统计图 必要 的基础素质 。 以右

“

人 口年龄结构金字塔
”

（ 图略 ） 为例 ， 首先 ，通过与料
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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