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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马娟 

宜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延安 727400

摘要：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激发和培养初中生对地理的学习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初中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本

文将主要围绕如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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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对一切来说，只有喜

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超过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

兴趣就是学生学习的动机。因此，在初中地理教学中，

激发和培养初中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初中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就如何培养初中

生学习地理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究，也收获了一

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初中生地理学习兴趣的

培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现状
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初中生

好奇心比较重，对于新奇的知识比较渴望。初中地理教

学涉及国内国外的山川大河、气候环境、民俗风情，难

易程度对于初中生来说也比较适合。因此，相比于其他

学科，初中生应该对地理课堂充满兴趣。然而我国目前

的大部分初中生对于地理学习并不感兴趣，部分学生甚

至产生厌烦心理，非常不利于地理教学质量的提高。部

分学生认为地理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重要，为了学习成

绩的提高努力学习地理知识，然而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地

理的学习可有可无，对于以后的发展没有作用，因而地

理课堂积极性不高。极少部分学生对地理知识真正感兴

趣，认为学习地理不是为了成绩，而是真正喜欢，真正

愿意去探索地理知识。初中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于地

理课堂不感兴趣，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不利于教

师教学目标的完成，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更不利于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初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的
方法

（一）借助多种教学工具，实现直观性地理教学

在组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无意注

意和有意注意的结合，以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轻松愉快，

逐渐培养学生对地理学科学习的兴趣。教学教具为教师

的教学提供了诸多便利，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过程中要

具备充分使用教具的意识，在多重教学手段的辅助下实

现教学的直观形象性，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帮助学生体

验乐趣，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爱上地理课堂。

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看地图的能力。学会看地图

对于初中地理的学习来说至关重要，那么教师在组织日

常学习时，应当注重对地图这一教具的运用，将每一条

河流、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具体的位置都落实在地图中，

让学生在地图中寻找它们的位置、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

以初中地理八年级上册“中国行政区的划分”为例，

在对各个省份进行学习时，将内容的学习落实到地图中

去。以山西省为例，它的形状酷似平行四边形，主要的

河流有黄河与汾河，这些都是它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特点，

学习时将其融入中国地图之中，通过整体与部分的记忆，

直观形象的图像极大地降低了相关知识的记忆难度。在

识记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拼图、画地图等游戏方式来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对抗赛，将枯燥的内容转变为生动形象

的课堂活动，这符合初中阶段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身心

发展规律，能逐渐培养他们对地理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从而爱上地理这一门学科。

（二）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发散性与集中性思维的结

合

学生地理学习兴趣的培养，离不开教师对学生多种

思维方式的组合应用，发散性思维和集中性思维是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惯常使用的两种方式，在学习中各有优势。

所谓创造性思维，也就是发散性思维，教师向学生提出

某一具体学习目标，让学生沿着这一目标尽可能多地寻

找解决途径，探求更多的问题答案。学生在这一思考过

程中能够实现创新和求异，这种思维方法符合初中阶段

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学习需要。教师将学习和活动的

主体地位交给学生，让他们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进而

在形式多样的探究性学习中逐渐发现地理知识的神奇与

奥妙。集中性思维是要求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

所搜集到的各种信息组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唯一正

确的答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组织和分析能力都能得

到锻炼与提高。

例如在学习初中地理七年级上册“地球的自转运动”

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问

题，让学生围绕地球自转运动时产生的地理现象去讨论、

去探究，并且鼓励学生尽可能多地从各个方面找出不同

的答案。学生在自主讨论探究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自己学

习主人翁的地位，在多方面思考和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实

现眼界的开阔和对知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潜移默化中



教育实践 (5)2020,2 教育实践 (5)2020,2

5  5  6  

对地理知识的探索和学习产生更加主动和积极的需求。

（三）重视教学情境的创设与渲染

学生在课堂学习当中的情绪调动和情感的激发，对

于学生的学习表现以及整体学习效果往往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应当注重借助多方面

的教学辅助设备，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的课堂学习氛围，

有效地进行教学情境的渲染。当前，多媒体教学设备已

在教学中基本普及，教师可以运用幻灯片、图片、视频、

音频等资料来进行课堂学习情境的渲染，在试听结合过

程中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在富有新颖性和积极性的学习

气氛中增强地理知识对他们的吸引力。

例如在学习初中地理七年级下册“我们邻近的国家

和地区”这一单元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设

备展示相关资料，让学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认识本单元

所要学习的国家和地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式的视

频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学生在新

颖而具有吸引力的视频录像中认识并掌握本堂课所要学

习的相关内容，能够提高他们记忆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同时这种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自豪之情，实现对他们情

绪的调动。这种情绪调动对他们后续的学习有着积极的

作用，能使他们对本单元所要学习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

兴趣。

（四）恰当使用设疑法，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

一堂好的教学不仅应该让学生感到“有趣”，同时

也应该让他们感到“有奇”。初中阶段的学生在学习和

生活中往往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具有

悬念的问题往往更想刨根问底。那么教师可以抓住初中

生这一心理特点，在教学活动导入环节为他们进行悬念

的设置，为学生带来疑问，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课堂

导入环节，实现学习热情的调动，让学生的思维始终围

绕学习这一主题，并且有意识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以初中地理七年级上册“日本”这一单元的内容为例，

教师在组织课堂活动起始环节，可以先为学生设置如下

疑问：“同学们，你们是否知道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地

震频发，矿产资源十分匮乏，在这种糟糕的自然条件下

却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这是一个学生经过思

考之后就可以找出答案的问题，可以让学生产生强烈的

求知欲，对整个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有着积极的奠基和

促进作用。

（五）“互学互助”，让学生合作、交流

“互学互助”是在学生“自学自测”的基础上，采取“师

生互动”、“生生互动”对知识点质疑、释疑，让学生

就自学过程中的难点或易错点相互讨论、交流。在这个

阶段，对疑难问题相互讨论，可以先在小组内部让自学

能力强，领悟能力快的学生与同组的其他同学讨论，适

当的讲解，使学生在互相帮助的良好心理氛围中完成学

习内容，共同达成学习目标；然后，一部分小组内不能

解决的问题可以跨小组来解决，这组学生可以帮另一组

学生，把学生能弄懂得学生自己弄懂。这里要明确肯定

学生的合作成果，并给予表扬鼓励。最后一些难以解决

的问题，或易错的难以理解的问题，可以由教师采用提

问讨论的形式，让已经会的学生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

全班学生人人参与，个个都有受表扬的机会，让学生体

会到学习的成就感，体验成功的喜悦，认为学习是“乐

事”而非“苦事”，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

产生巨大的学习动力。

（六）借助对生活事件的引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地理学科是一门生活性很强的课程，不管是教材内

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和学生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教

师要想有效培养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就应将学生生活

作为突破点，将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让学

生真切感觉到地理知识的应用价值及趣味性，从而激起

他们以更高的热情探究地理知识，最终逐渐提高学生学

习地理课程的兴趣。比如，在学习人教版初中地理教材

八年级上册《中国的自然环境》这一单元中《地势与地

形》这一课时，教师在课堂导入环节中，就可询问学生

“喜不喜欢旅游 ?”由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出去观

光、游玩，因此他们都很乐于此话题的交流与探讨。在

实际课堂教学中，很多学生都高高举手，想和大家一起

分享自己旅游途中的有趣见闻。此时，教师可提问学生

“旅游过程中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学生自然会回答，

各个地区的气候、饮食及文化有很大差异。教师可趁机

导入新课“我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风景也是五光十

色、各不相同的，很多景点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

现在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一番祖国独特的地形特征。”

然后，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展示我国独特的地貌与地形

特征，自然就将学生对旅游活动的兴趣转移到对新课知

识的学习上了。

结语
教师在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激发过程中承担着重

要的责任，而地理作为初中阶段学生所要学习的一门重

要学科，对他们以后的综合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教师需要抓住兴趣这一关键，在教学活动组织的过程中，

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对学生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在初中阶

段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真正把他们培养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涤非 .浅谈初中地理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J]. 学周刊，2018(11)：66-67.

[2] 杨利清 .浅析初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J]. 知识经济，2018(03)：151+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