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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图像在 中学地理教学 中 的应用策略

口 嗉 娜 耗 苹 民／石 河 抒 太 ＃ 理 嗲 淀

摘 要 地理 图像是地理知识的 重要载体 ，有效利 用地理 图像对改进教 学方 法 、提 高教学 效果 、培

养学 生形 象思维能力 和学 习 兴趣具有 重要价值 。 文章在对 中 学教材地理 图像类型 划 分的 基础上 ，
研 究

了在教学过程 中对各类 图像功 能的 应 用策略 。

关键词 地理教学 地理图 像 应用 策略

地理图像是地理知识 、
地理原理 、地理规律和地理

现象的载体 ，
它以直观 、形象而又 简洁 、 明 了 的 图像符号

代替大量语言文字描述 ，
进而深刻表述和解释地理事物

及活动特征 ，是 中学地理教材 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

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 。 学生能否更好地

掌握地理图像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 除 了学生 自身 的学

习领悟能力 ，
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否合理运用地理图像辅

助教学
， 实现有效的教学 目 标 。

地理图像的类型 、分布 、功 能和应用是近几年中学

地理教材及教法改革研究 的热点 。 吕 春娟按照地理图

像特征 、功能对初 中教材 中 的地理图像进行了统计分

析 ，研究了 图像类型及体系 ， 实证提出 了应用各类图 像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教学策略 。

ｍ郭颜按照地理图像

设计的 目 的和功能详细研究 了地理图像分类体系 ，
通过

文献研究法
、
访谈法 、

问卷调査法和案例分析法对高 中

各类地理图像制定 了地理图像教学模式 ， 并对每
一

类教

学模式进行了 应用实例分析 。

［
２

１

目 前 ，初 中教材中 地理

图像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分类研究及应用实例 、教学案

例 、
教改策略等方面 ，高 中教材仅限于案例研究 ，并且初

高 中都较少关注中学地理教材图像系统的结构 、功能研

究 ， 更少有可借鉴 、操作的应用策略 。 因此 ， 围绕地理新

课标对图像系统教学辅助功能的新要求 ，在对各类图像

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 上 ，分析图像系统的结构功能 ，识

别其在强化地理知识表达和记忆方面的特殊作用 ，
研究

在教学过程 中灵活应用 图像功能完成既定 教学任务 、
达

到教学效果 的应用策略 ，具有重要理论和指导意义 。

太阳 由西南到西北运动 ，
那么 日 出 的方 向则是 由东南升

起逐渐到 由 东北升起 。 根据太 阳视运动规律 ， 当太阳直

射点 由南半球向北半球移动 ， 当地由 昼短夜长变为昼长

夜短
，
时间为冬至到夏至 日 之间

，
且历经春分 日

，此时参

考二十 四节气时空图便可得出正确答案 。

例 ２ ．

 （
２０ １ ６ 年 高考北京文综卷第 １ 题 ）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

２ １￣ ２５ 日
， 第 ３ ３ 届 国 际地理 学 大会将在 北京举办 。 往

届 大会 曾在华盛顿 、首 尔 等地举办 。 读图 ３
，
回答问题。

纬度

４ ０
°－

３ ８
°－

３ ６
°

｜

构建我 们 的和谐世界 ｜

？京
２０ １ ６

丨生
ｇ

？

多样化 丨

首 尔

２００ ０

东八 区 东九 区

理 即发现

Ｙ华盛 顿
１ ９９ ２

图 例

Ｓ地

年 份

西五区 （ 时 区 ）

图 ３

本届 大会期 间 ，
北京 （）

Ａ ． 适逢 中 国农历 处暑节 气

Ｂ ．
八达岭长城漫山红 叶

Ｃ ． 比 首 尔 正午太 阳 高度 大

Ｄ ． 比华盛顿 日 出 时 间晚

参考答案 ：

Ａ

解析 ：学生一般熟悉 的节气为两分两至 日
，
据时 间

推断 ８ 月 在夏至和秋分两个节气之间 ，
夏至和秋分之间

包括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 白露 ）五个节气 ，每个 月 包

含两个节气 ，
夏至为 ６ 月 最后一个节气 。 小暑 、大暑为 ７

月 的节气 ，
８ 月 的节气为立秋 、处暑 。 以节气歌

“

上半年

来六廿一
，
下半年来八廿三 ，每 月 两节 日 期定 ，最多相差

一两天
”

可得出 ８ 月 ２ １ 日
一

８ 月 ２５ 日 为农历处暑节气 。

四 、总结

本文 以二十 四节气为主线 ， 渗透综合分析的思维 ，

将与节气有关的知识体系化 ， 为地理相关问题的解决提

供一种简捷有效的路径 。 由 于知识构成及经验的限制 ，

还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知识体系 ， 为地理教学提供全面 、

科学
、
易于操作的二十 四节气的时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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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学地理教材 中的图像分类及其分布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 （
２０１ １ 年版 ） 》提 出

，
学生

要掌握阅读和使用地图的基本技能 ，
掌握利用 图像 的形

式表达地理信息 的技能 。 教师要充分利 用地理图像来

优化教学活动 ， 帮助学生提高通过阅读和观察地理图像

来提高获取地理信息的能力 。 《普通髙 中地理课程标准

（实验 ） 》也强调 了学生要运用 图像 、 图表等资料来学 习

地理知识
，并能够描述地理现象的特点及原理过程 。 根

据课标要求 ，
可将中学地理图像按照其特点及功能分为

地理景观图 、地 图 、 遥感影像图 、
漫 画 、地理示意图和地

理统计图表等六类 。 人教版 《地理》七年级上下册 、八年

级上下册 、髙 中 必修 １
、必修 ２ 和必修 ３ 等教材中共有

１ ３ ７２ 幅图 （ 见下表 ） ， 其 中地理景观图居多 ， 占 总图 幅数

的 ４０ ． ３ ８％ ；其次为地图和地理示意图 ，分别 占总 图幅数

的 ２３
．
２５％ 和 ２ １ ． ８７％；

地理统计图数撤 占 １ ２ ． ２４％
，
遥

感影像图和漫 画图较少 ，分别仅占 １ ． １ ７％ 和 １ ．
０９％

。 因

此可以看出 ，
中学地理教材 中 的核心 图像为地理景观

图
，
其次为地图 、地理示意 图和地理统计图表 ，

而基于 ３ Ｓ

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类等需要更新和互动识别的影像图

较少 。

人教版初高 中教材 中地理 图像 的类型 、数量与分布

教材

图像类型

地理

景观图

地图
地理

示意 图

地理统

计 图 表

遥感

影像 图
漫 画

七年级 １９４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５７ ６ ６

八年级 ２５３ ８８ ５３ ４７ ３ ４

必修 １ ４８ ２０ ５５ １ ３ １ ０

必修 ２ ３７ ５ ８ ３６ ２４ ０ ２

必修 ３ ２２ ３２ ４４ ２７ ６ ３

总 计 ５５４ ３ １ ９ ３００ １６８ １ ６ １５

百分 比 ４０ ． ３ ８％ ２ ３ ． ２５％ ２ １
． ８７％ １ ２ ． ２４％ １

．
１ ７％ １

． ０９％

二 、地理 图像在 中 学地理教学中 的应用策略

１
． 激发学 习 兴趣 ，

逐步导入新课

兴趣能够促使学生产生巨 大的学习欲望 ，
渴望深人

学习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能够利用地理 图像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主动学习地理知识 ， 而知识量越

大
，兴趣越浓厚 ，越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

从而形成 良性

循环 。 景观图能将学生无法身临其境 的实地景观呈现

在其眼前 ， 漫画能将复杂深奥 的地理知识及其时空过程

以简单幽默 的 图 画表现 出 来 ， 往往起到 暗含寓意 、引发

学生深人思考的教学效果 。 因此 ， 利用地理景观图 和漫

画教学是激发学生学习 和思考兴趣 ，培养学生 自 主学习

习惯和能力 的重要辅助手段 。

以人教版 《地理 》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三节
“

人类的

聚居地——聚落
”

为 例 ，如图 １ 所示的 乡村和城市 的景

观差异中 由 地理景观图和漫 画共同组成 ，地理景观图使

学生 自 然地联想到 自 己的家 乡 环境及生活地域 ，
具有浓

郁的 乡 土气息且便于熟悉认知
；
图 中两个漫 画人物的对

话能引导 学生深人思考 。 教师可 引 导学生看图思考 ：

“

这两幅图分别反映 了什么地方的景观 ，你能说说你们

家周围都有什么景观吗 ？ 想象 自 己是
一个画 家 ，你可以

画出 这些景观来吗 ？ 

”

无论学生 的家在农村或是城市 ，都

会通过不同的 图片产生亲切感和熟悉感 ，从而主动积极

地 回答问题 ， 既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 ，也锻

炼 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读图识图能力 ，
最后可 以 布

置课下作业——假设 自 己是
一

个 画家 ，你可 以画 出别人

家乡 的景观吗 ？ 让学生 以课堂上某
一学生的描述为 依

据 ， 画 出 自 己 想象 中 的景观
，
从而加深对地理景 观的认

识 ， 由 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进行点评 ，最后评出优 秀作

品并展亦 。

图 丨 乡村和城市景观 的差异

２
． 提取关键信 息

， 表达动态规律

地理图像中往往蕴含着大量信息 ， 地图作为地理教

材中最常见 的地理图 像形式 ， 既 能反映事物 的地理位

置 ， 又能展现其空间分布 ， 还能表示它们的形态格局 ，
因

此是学生地理知识学习过程 中最主要 的工具。 地理统

计图将地图 中的地理现象数字化 ，把地理现象用图表形

式简明 、直观地表现出来 。 要从地理 图像 中提取地理信

息需要掌握一定的地理图像判读技能 ， 因此教师在使用

地图和地理统计图来教学的过程中
，
要 引 导和培养学生



“

读图表一提取信息
一

分析归纳
”

的图像识别能力 ，
增强

学生地理图像判读技能 。

以人教版高中 《地理 》必修 １ 第二章第二节
“

气压

带和风带
”

为例 ， 案例活 动 中共有两幅图 ， 即
“

世 界气

候类型的分布
”

（ 图 略 ） 和
“

世界 各 种气候类型年内 各

月 气温和 降水量图
”

（ 图 略 ） ，
两 图分别属 于地 图 和统

计图表 。

教师先引导学生观察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 的图 名

和 图例
，
了解 图 中表达的大致信息 ，

再 向学生提问全球

气候类型有哪些 ， 引导学生从图 中提取全球气候类型分

布信息 ；接着提 出 热带 、温带和 寒带主要有哪些气候类

型 ，其分布以及全球主要的气候类型在赤道两侧有什么

样的分布特点 。 在此学习过程 中可 锻炼学生分析信息

和总结规律的能力 ，最后 由教师进行汇总 ，验证学生之

前的 回答 ，
进一步提髙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 自 信心 。

地理统计图表 中的数据是最关键的信息 ， 教师总结

出世界气候类型 的分布规律后 ，
再次 引导学生按

“

读 图

表一提取信息
一

分析归纳
”

的 步骤 阅读图 ， 根据从 图 中

提取的数据信息总结规律 。 教师先引导学生读图名并

观察横纵坐标所指代的变量和数值 ， 找 出热带雨林气候

在温度和降水方面的特征 ，从而 引导学生总结热带雨林

气候特点 ，最后再总结学生答案
，
得 出热带雨林气候全

年高温多雨的特点 ，
其他气候类型以此类推 。 在讲解完

各气候类型后引 导学生根据所学 内 容思考各气候的形

成原因并分析其蕴涵的规律 ， 此举既能锻炼学生 的地理

思维能 力 ， 又能激 发学 习 兴趣 ， 巩 固 已 学知 识 ，

一举

多得 。

３ ． 图 文转换交互
，
活跃课堂气氛

图文转换就是将图上的地理信息通过文字转述 出

来 ，
这不仅是对学生语言概括能力 的锻炼 ， 也是培养学

生地理思维的过程 。 地理示意 图能清晰地将地理事物

或现象的特征 、发生与发展过程进行呈现 ，具有概括化

和简 练性的特点 ，
便于学生理解 。

［

３
］

因此 ， 在演绎过程

中
，
教师可将地理示意图进行文字转换

，
用丰富的语言

对地理现象进行演绎 ，对地理示意 图进行分解再组合 ，

增强学生对地理原理的理解 。

以人教版高 中 《地理》必修 １ 第三章第
一节

“

自然界

的水循环
”

为例 ，水循环分为三种类型 ，
海陆 间大循环 、

陆地循环和海洋循环 （见图 ２ ） 。 教师将学生分为 三组

讨论其中一种
，
讨论结束后选出代表叙述各类型的循环

过程 ， 教师根据学生的叙述在黑板上画 出简 易示意图后

纠正学生错误的地方
，
然后让学生对示意 图进行完善 ，

学生在提取脑海中的示意图 的同 时加深了记忆 ，增强 了

图转文以及文转图的能力 ，
培养 了语言表达能力 和读图

能力 ，进而提高 了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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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循环示意

４ ？ 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 ，提高 图像应 用技能

地理与生活联系紧密 ， 教师可 以将 日常生活 中遇 到

的有关地理事物的现象用照 片 、视频 的方式记录下来 ，

在教学活动中进行列举 ，也可 以直接在网上下载当地的

遥感影像图直观准确地展示 当地地理事物 ，
越是学生熟

悉的事物 ，学生的学习兴趣越
，
教学效果越好 。

以人教版 《地理》八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一节
“

交通运

输
”

为例 ， 在讲解交通运输 内容时
，
教师可在课前拍一些

本地区具有 明显标志的火车 、汽车等实景图 ，
在教学活

动中列举 出来
，
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

有助于学生对相关

地理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 人教版高中 《地理 》必修 ２ 第

二章第三节
“

城市化
”
一

节 ，教材基于篇幅和普遍适用性

原则
， 只列举 了长江三角 洲 和伦敦等具有代表性 的城

市 ， 这时教师可在 网上下载本地区两 幅年份跨度为 ５ 年

或 １ ０ 年的遥感影像图 ，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对比 ，

学生可

依据 自 身对当地的建筑变化来感知城市的发展 ，完成高

中阶段对遥感影像进行简单的解译的课程 目 标 。 适度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 ，让学生从时空维度对地理

事物进行感知 ， 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

三 、结语

地理图像能生动直观地展示地理景观及地理影像

中的大量地理信息 ，综合性非常强 。 教师依据教学 内

容 、教学环境和学情等 ，
应用地理图像设计教学过程 ，

可

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地理基本知识 ，
同 时提 高地理图像

判读 、使用的方法技能 ，也是锻炼学生地理思维 、培养地

理素养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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