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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深度学习的主题探究式情境
教学在复习课中的运用

●姚美玲　陈朝泉

　　

[摘要]传统的复习课多以讲授法为主,教师比较注重知识理论的讲解,全程都是教师讲与学生被动地听或被

动地练,复习课上“满堂灌”“题海战术”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将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运用于初中地理复习课

教学中,通过创设契合复习主题的情境串联基础知识,以活动探究促进思维发展,以建构认知掌握复习方法,

落实知识目标,落地核心素养.下文从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运用的现实意义、运用策略、效果与反思展开论

述,以期抛砖引玉,提高复习效率,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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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在复习课中运用的现实意义

(一)落实地理核心素养，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对初中地理学业水平考试及高考试题进行研究可知，命

题重点开始逐步减少了死记硬背、机械刷题，在情境上力求

加强生活和生产实际之间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和地理实践力。 基于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的复习课，

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立意甄选主题情境，围绕该主题创设一

系列项目式的探究活动，各环节活动旨在提升学生的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促进深度学习。

(二)丰富地理课程资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基于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的复习课，以知识线为主导，

整合杂而多的知识点，以情境线为辅助，调动学生的复习兴

趣。 这就要求教师做到：“以课程标准为根据，以教材为准

绳，设定恰到好处的情境主线，帮助学生进行系统整理，把

分散的知识点连成线、织成网、组成块，揭示知识间的内在

联系，形成新的知识结构。”课前，教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善于发现和创造情境；课中，教师需要将各版本的教材、各

章节的内容有机融合，丰富地理课程资源；课后，教师需要

布置适当的探究和调查任务，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 因

此，基于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的复习课对教师的要求更高，

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在复习课中的运用策略例析

(一)课程设计策略

基于复习课教学的课程设计，教师要梳理重难点，构建

知识脉络，预设“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围绕主题情境设

计与开展合作探究活动，建构认知体系，培养“关键能力和

地理思维”。 注重课堂生成及过程性评价，适时点拨，达成

“重要观念与核心素养”，形成主题探究式情境的复习课教

学“三步曲”建构策略。 通过“认知构建→思维建模→素

养预达”三个思维进阶，以实现情境有主题、探究显主线、

评价串全程的教学模式。 下面，笔者结合课堂实践案例进

行说明。

１．第一环节：认知建构——情境导入，建构基础

素养立意下，甄选主题情境要符合“主题明确性、情境

整体性、探究灵活性、评价创新性”的原则，主题情境可以

“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与经验，阐述地理现象、地理概

念、地理特征等知识，使学生感受地理就在身边、地理是鲜

活而有趣的。”可以是试题情境、时政热点、故事典籍、影

视素材及模拟情境等，以下三类案例普适性强，应用较广

泛，分别是内容整合类、热点探析类和题型突破类。

(１)建构策略一：在情境准备环节厘清核心概念、再现

基础知识、实操基本技能，实现情境导学。 课例１：湘教版

地理八年级(上)“中国的气候”。 以“央视巡回中国直播带

货”热点情境为先导，引发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沉浸体验，

进入环节一：直播训练营。 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利用中

国气温分布图、中国降水量分布图等重要图文资料，复盘等

值线图读图方法、我国冬夏气温分布规律及降水的时空分布

规律，掌握带货基本技能，为下一环节的直播选品奠定知识

基础。 课例 ２：湘教版地理七年级 (上)“世界的海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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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以“中学生与太空航天员连线”热点情境为先导，进

入环节一：连线知识准备。 学生通过地图的直观呈现理解

大陆、岛屿、半岛、海湾及海峡等核心概念。

(２)建构策略二：在情境中全程贯穿基础知识，结合考

试命题要求，适时精选典例，落实情境导练。 课例１：湘教

版地理八年级(下)“青藏地区”。 以“骑行拉萨”的试题情

境为先导，通过制定“衣、食、住、行”的骑行攻略，贯穿

青藏地区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征，通过“朋友圈中辨真假”

等环节进行情境导练。 课例２：湘教版地理八年级(下)“西

北地区”。 以“新西游记——西北行”的内容整合类情境为

先导，构建主题情境下的区域地理复习课基础认知架构：

“悟空探路”辨交通、判地形；“八戒找水”看河流、析气

候；“沙僧觅食”观农业、谋发展；“唐僧献宝”查矿产、找

分布。 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加深对地理概念、原理的理解，

才能进一步挖掘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并构建知识结构，为思维

进阶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理论

依据。

２．第二环节：思维建模——关联主题，重组再认

教师在主题情境下，通过课前精心准备的材料和设计的

问题组织教学活动的开展，探究式学习让学生在“重新发

现”和“重新组合”知识的过程中进行学习。 基于主题探

究式情境教学的复习课教学探究活动类型主要为收集整理

型、拓展深化型、比较研究型、实验求证型等。 学生在主

题探究式情境中，是问题学习的“发现者”、合作学习的

“组织者”、过程学习的“评价员”和方法学习的“讲解

员”。

３．第三环节：素养预达——情境拓展，迁移运用

复习课不是简单的知识点堆叠和“题海战术”，在谋划

全局定框架、系统全面梳条理的基调下，主题探究式情境教

学引领的课堂探究和调查思考等学习任务，相对于浅显易懂

以基础为主的低阶学习，更关注在具体情境中增强学生的高

阶思维、深度理解、迁移能力和认知思维，实现知识的迁移

运用，助力核心素养落地。

课例１：湘教版地理八年级(上)“农业”。 以江苏经典

民歌《茉莉花》引入，提供中考真题试题案例情境，实现

“一例到底”。 通过对影响茉莉花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

件，设置合作探究“茉莉花产业链及产品”，概括出影响农

业发展的区位条件并根据所学解决实际问题：“请为家乡桂

花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由此实现“提炼基础知识→概括

一般规律→迁移运用新情境”的思维过程。 课例２：湘教版

地理八年级(上)“滔滔黄河”。 以“黄河简书”为情境，提

供现象(黄河含沙量大)→分析问题(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

因)→提出对策(黄河下游“地上河”的治理对策)，利用演练

巩固基础，提升知识迁移能力。

顺向迁移：读长江、黄河漫画图(见图１)，分析长江流

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原因。 解答思路：(１)说明生态环

境问题是什么。 (２)分析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３)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措施。

图１　长江、黄河漫画图

逆向迁移：结合乡土地理思考“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

篸”描述的是如诗如画的漓江。 据图思考，为什么漓江水

质清澈，透明度高呢？

从课堂效果看，学生能够在情境创设的课堂中梳理知识

要点，建构认知体系，掌握复习的一般方法。 初步形成地

理综合思维，发展利用地理知识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地理

实践力、地理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等，针对性地引

导学生实现“文字符号—形象思维—高阶思维—核心素养”

的养成。 笔者在课堂实践中，积累了内容整合类、热点探

析类以及题型突破类三种案例类型，实现了在不同类型的主

题情境下实现“情境线”活课堂、“内容线”夯基础、“探究

线”展思维的高效复习课堂。 以《新西游记——西北行》为

例，创设“悟空探路”“八戒找水”“沙僧觅食”“唐僧献宝”

四个情境主线，分环节夯实西北地区的位置和地形特征、河

流特征、农业以及工业分布、发展条件等基础知识，通过探

究西北地区气候干旱的成因及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实现对

学生综合思维的培养。

(二)课堂实操策略

基于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的复习课，往往需要借助模拟

活动、游戏竞技、实验探究等形式开展活动，提高学生参与

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有效的组织才能形成活泼而又严谨

的课堂。 下面以湘教版八年级上册“中国的气候”为例，

说明课堂实操策略。

１．一帮一，同座助

在“一帮一”策略下，教师做典型示范，学生根据示范

归纳同类问题的一般方法，并完成迁移应用，小组代表分享

思考过程、结论，并由同座补充和完善。 教师创设主题情

境“直播训练营”进行分组竞赛，设置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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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梳理必备知识。 学生通过读“中国１月平均气温分

布图”计算南北温差，画１月０℃等温线，归纳中国冬季气

温分布规律并说出影响我国气温分布的主要因素。 鉴于部

分学生基础薄弱，接受能力较慢，因此，按知识的逻辑结构

设计，搭配重点地图引导，提供相关材料支撑，以确保学生

都能完成，从而逐步恢复学生学习的信心。 通过“一帮

一”的形式，在其他同学的示范带动下，可以迅速参与课

堂，保持学习热情。

２．面对面，小组合

“面对面”策略下，在原有的分组基础上，学生面对面

而坐，先独立完成教师布置的探究任务，提出猜想与假设，

然后进行组内合议，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 教师创设主

题情境组织学生合作探究，完成选品。 学生根据中国温度

带分布图、农产品生长习性等相关资料，匹配到对应的区域

并说明理由。 在该环节，需要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图文资料

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并且保证各层次学生都有独立思考的空

间，教师可以融入学生中，聆听讨论，参与合作。

３．试一试，班级秀

“试一试”策略下，教师应设置具备一定挑战性的探究

任务，鼓励优等生作为引领者，带动小组成员进入情境主题

中进行探究，并挑起展示小组成果的重担。 教师创设主题

情境“明星带货官”，各小组根据教师提供的作物习性等图

文资料，讨论产品宣传的最佳文案。 在该环节学生需要根

据小组设计的方案，结合气温、降水等自然要素，进行直播

带货，进而训练学生的书写和口语表达能力。 部分学生乐

于挑战和思考，“试一试”环节给这部分学生群体提供了展

示的平台，在展示中激活思维，在探究中收获真知。

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在复习课中的运用效果与反思

基于主题探究式情境教学的复习课在学习过程中，可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提高学生的学科成绩、综合

能力。 在学期复习后期，笔者对六个班级的３０２位学生进

行了问卷调查：学生课堂参与程度均超过９０％，学生的成绩

有明显提高，段考和期考比，成绩优秀率提高２９％，不及格

率９．２％下降到２．１％，与年级平行班比排名进步率提高

了１００％。

反思众多实践课例，在初中地理复习中，教师应重点关

注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和生活情境中用地理思维解决地理问题

的能力培养，提升与课程标准相关的“必备品格”与“关键

能力”，重塑学生的地理价值观，肩负起地理学科育人的责

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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