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中学生在地理教学过程
中学习与发展 

第一节  中学地理教学过程特点 

第二节  中学生学习地理知识过程 

第三节  中学生掌握地理技能与发展地理能力
过程 

第四节  地理教学中学生思想品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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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学地理教学过程特点

一、人地关系理论对地理教学过程重大指导作用 

1.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人地观 

人与环境都是物质，是能够认识 

人地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 

人类与环境间相互联络、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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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辩证唯物主义人地观指导地理教学

教学目标：使学生认识地理环境以及人与地理
环境关系，提升学生适应环境自觉性和能力
。 

教学内容：以人地关系为线索新型教学内容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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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教学内容广泛性、综合性和区域性 

1.广泛性：

      地域范围：乡土—国家—地球—宇宙

      认识范围：自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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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性：

       地理教学内容是反应客观世界整体——
地理环境，反应地理环境各要素间相互联络
与统一。自然与人文综合。

       分析—综正当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有特殊
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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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性：

  地理教学内容以详细空间区域为认识研究单
位，重在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

  重视空间概念建立、比较法是惯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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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图广泛应用于中学地理教学过程中 

   任何有效地理教学都要充分利用地图

    因为地图既是地理教材一个表现形式，又是
地理教学中不可缺乏用具，利用地图进行教学
已成为地理教学最惯用、最主要教学方法之一。
因而也成为地理教学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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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学地理教学过程是一个广泛联络实际过程

   联络生活

   联络时事

   联络其它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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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学生学习地理知识过程 
一、讨论：

地理知识类型 

1、按学科分支划分地理知识系统

系统地理、区域地理和地理技术知识

2、按地理要素组成划分地理知识系统

自然地理知识、人文地理知识

3、按教学要求层次划分地理知识系统

知道和记住、了解、应用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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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认知层次划分地理知识系统

（1）地理感性知识

地理分布、地理数据、地理景观、地理现象

（2）地理理性知识

地理概念、地理规律、地理理论

   地理感性知识   

   地理理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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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感性知识：

     反应地理事物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络地
理事实知识。是认识初级阶段，对地理事
物直接感知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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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分布：反应地理事物在地球表面上空
间分布情况(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坡向、相
对位置等)

    地理景观：反应地理事物景色或外貌地理
知识，是人们对地理事物表面认识结果。(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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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现象：反应地理事物表面运动改变和
联络知识。(昼夜更替、四季、人口迁移、工
业增加、海陆变迁等)

    地理数据：以量化形式反应地理事物特征
知识。(定量、次序、比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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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理性知识：

    反应地理事物本质特征和联络知识，对地
理感性知识经过思维加工而形成，是认识高
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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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概念：反应地理事物普通、本质特征
知识，在感性知识基础上经抽象概括而成。

     分为：单独地理(地名)概念、普通(普通)

地理概念和集合地理概念  

15/70



      地理规律：反应地理事物发展过程中本
质联络和必定趋势知识，是人们在地理现象、
地理景观等地理感性认识基础上进行抽象、
概括等思维过程而得到知识。

       包含：地理联络规律、地理演变规律和
地理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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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理论：反应辽阔地域中地理事物本
质特征及其规律地理知识，是由概念和规律
组成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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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地理知识心理过程 

(一)学习地理感性知识 

1.地理感性知识学习过程是在学生头脑建立地理表象

(形象)过程 

表象有两种：记忆表象和想象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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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记忆表象：是在观察基础上经大脑记忆

过程而形成地理事物形象。 

   地理想象表象： 是对已经有记忆表象进行

综合加工而成从未感知过地理事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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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一样类型表象形成方法不一样      

     地理记忆表象：教学中惯用有实地观察法、
地理教具演示法等       

      地理想象表象：教学中惯用方法有语言
描述和地图观察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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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说明中国地形分布教学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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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地理概念 

1.地理概念形成过程 

（1）从实例中抽象 

△  建立地理表象

△  抽象、概括地理事物本质属性过程(形成观念内涵)

△  用词语概括这一概念

△利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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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回归线概念形成过程 

建立地理
表象
观察地球
公转演示，
了解直射
点移动范
围

揭示本质
属性
23.5°N(S
)

是太阳直
射点移动
最北
(南)界限

表示概念
词

回归线

思维
过程 

分析
综合

比较 
原有概念：直
射、纬度、赤
道……

选择
适当
词 

概
括 

利用概念：给出不一
样纬度，判断是否有
太阳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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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概念同化 

      用定义方式直接向学生展现概念名称和基本含义，
再让学生利用自己原有相关概念去了解新概念，以到
达完全掌握地理概念过程。

      其过程为： 

 定义概念    了解概念     掌握概念     利用概念

      比如：定义“天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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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化概念也需要建立地理表象，只是不
需要大量实例。省时间，学习效率高。

     其前提条件是：学生已经有认识结构与此
相吻合。 

25/70



练习：梅雨、锋等概念教学设计

梅雨：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连阴
雨天气。因值梅子黄熟，故名。

锋：亦称锋面，性质不一样两种气团相遇
后狭窄过渡区域。由冷锋、暖锋、准静
止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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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概念教学需要注意问题

（1）明确地理概念内涵和外延

（2）区分三类地理概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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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外延
§ 教学中特
点

§ 认识活
动中作
用

单独地理概 念 丰富 狭小
对象明确

定义内容丰富
多用作地名

§ 普通地
理概念

狭小 丰富
定义明确

类属众多

§ 地理思
维活动
基础

集合地理概念
居上述二
者之间

居上述二
者之间

对象明确，不需
明确定义，需用
事实说明其特点

§ 反应区
域地理
特征

三类地理概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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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地理规律 

1.学习地理规律过程

（1）经过对感性知识分析比较综合，抽象出本质联络，
做出判断（规律） 

△建立表象

△抽象出本质联络

△做出判断 

△利用判断

例：学习太阳直射点在地表移动规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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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学习太阳直射点在地表移动规律过程

建立表象
观察地球公
转过程中太
阳直射点移
动

抽象出本质联络
太阳直射点位移
空间范围：  

23.5°N(S)，
时间：一年。
特定时间特定位
置：如春分日直
射点位置

做出判断
（规律）
在 23.5N(S)

之间作周年
位移。每年
春分在…，
夏至在…，
秋分在…，
冬至在…。

分析 语句

原有概念赤
道、纬度二
分、二至

比较
综合

概括

这一路径多用于地
理分布规律和地理
演变规律学习 

利
用
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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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地理推理学习规律

   利用学生已经有地理判断，推理出新地理判断(规
律)，再经过利用来了解规律。

例：气温垂直递减规律推理过程以下：

学生已经有判断：

大气主要吸收长波辐射。地面辐射是长波辐射。

下层大气热源主要是地面长波辐射，

距地表越近，吸收长波辐射越多，气温越高，反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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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近地层大气气温随高度升高而降低。

利用：

解释：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地理推理是复杂思维形式，有利于发展学
生地理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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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规律教学中应注意问题 

（1）树立学生空间概念。

  许多地理规律决定于地理事物空间分布
和空间联络特点。

（2）注意经过应用规律以掌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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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推导中国降水空间分布规律

      2、在感性知识基础上抽象概括中国降水
空间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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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地理理论 
例：板块理论学习过程

(1)建立新概念：板块(大洋板块、大陆板块)

(2)形成概念体系：岩石圈、结构带、板块、软流层、
碰撞、张裂等

(3)形成规律体系：上地幔下部放射性元素蜕变生热→
软流层→岩浆沿生长边界上升→板块移动→张裂区
形成→消亡边界碰撞→大洋板块俯冲入大陆板块下
→熔入软流层。

 (4)明确基本观点：组成岩石圈物质在不停运动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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