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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招生从前所在的学校，一般对学生的约束比较少，特别是
考核环节，大多人是应付过来的。为了有效地加强对我校单招生
综合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标准，我们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考核
中包括学生的自评与互评。通过自评，使学生自我对照考核标准，
评价各项技能掌握程度，为自我改进和发展奠定基础。通过互评，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整个评价方式中过程考核占60%，期末考
核占40%，所有学生的考核都参照统一的评价标准。这样学生就

不能投机取巧，不会出现平时不着急，临时抱佛脚的现象，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外动力。

通过这样教学模式的改革、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很多学
生都对所学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方面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
高，不仅有学习态度的转变，更有蓬勃发展、积极乐观的精神状
态，相信经过引导，他们会对以后的学习与生活充满信心，取得
更大的进步。

教师在授课时，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恰当地选择角色扮演
出现的时间和角色扮演实施的方式。自我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也尝
试过角色扮演方法，师生双方在实施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收获。

运用角色扮演导入新课，指在上课前根据所要讲授的内容设
计一定的角色，让学生从实际生活考虑担任这样的角色需要哪些
知识，对这些知识是否非常熟悉或精通？若没有则可以通过今天
的学习获得相应的知识或技能。例如在讲授高中地理（必修一）“常
见的天气系统”一节时，课前可假设学生为中央电视台的气象播
音员，为近期的某段天气预报视频配音，如何才能成功配音呢？
就必须对影响天气的常见的天气系统有相应的认识，从而导出该
节课学习的内容。这种在设定的角色情景下，一步一步导入到学
习内容的方法，使学生感受到地理就在身边，地理是鲜活的。为
学生饶有兴趣地听完一节课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另外可以让学生当老师，给大家出考题。通过命题者角色的
扮演，把命题权还给学生，不仅把学生由原先的被动思考转为主
动积极设计问题，更主要的是学生在自主命题过程中充分发挥了
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增强了学生的
责任意识。我发现通过这一充当老师命题试卷这个角色扮演，对
学生的认知能力、个性品质以及教师的教学观念、评价观念和师
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运用角色扮演掀起一节课的高潮，指在讲解某些理论性很强
的知识点、书上罗列得很清楚的知识点或距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很
远的知识点时，或当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衰退时，设计相应的角色
让学生扮演，让学生在设计的情景中展开讨论，通过不同观念的
比较鉴别，达到去伪存真，化抽象为具体、化疏远为贴近，刺激
大脑皮层，掀起学习热情的目的。

运用角色扮演总结新课，指在总结一节课的知识点时，指通
过角色扮演把本节课所学的知识串联起来，达到加深印象和融会
贯通地理解知识的目的。

例如在讲授区域农业的发展时，为让学生对本节内容有更加
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做了一个情景角色设置 ：农业部准备在我
们石河子地区搞试点农业，划分了三个区域作为试点农场（出示
石河子土地类型分布图），分别为 A 农场，B 农场和 C 农场，每
个农场要给石河子市政府上报设计方案，要求是要因地制宜的可
持续的发展区域农业。角色定位有两个 ：一是农民角色要解决自
身的生存问题以及农民怎样生活的更好的问题（包括合理选择选
择农业生产部门、种植何种农作物）；二是农业科技员角色要帮
助农民合理布局农业，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最大化。通过角色的扮演，分组总结了影响地区农业生产布
局的区位因素、特点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上是我在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尝试，在教学的实
践过程中，我认为要想开展好分角色扮演活动，须注意几点：

1、“角色扮演”可以是一个学生扮演，也可以是一个小组共
同扮演。若是一个小组扮演，教师要帮学生分好小组，并指导每
组合理分工，把角色扮演和小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2、不能单纯为了活动而活动。分角色扮演的主题，一要看
是否符合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 ；二是最好在学生有争议的地方发
掘主题。如关于热带雨林的开发和保护，可让学生扮演成当地农
民、开发商人、环保专家和政府官员等参与讨论探究。

3、在分角色扮演活动中，教师要努力创设一种角色情景，
激发学生的角色意识。教师要指导学生搞好角色分工，自己也要
加入到角色中去，并对学生承担的角色如何扮如何演进行帮助和
辅导。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的调动角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
证活动的有效开展。

4、什么时候开展分角色扮演活动，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和
学生的表现适时进行，切不可单纯追求热闹好玩。活动是服务于
地理教学的，其效果如何，要看是否有利于学生对地理基础知识
的理解掌握和地理基本技能的形成。

新课程要求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提倡
探究式学习，以学生为主体，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让学生自主探
索和学习，而教师则是地理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促进者，教
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因此，在组织整个课堂
教学时，要注意放下“师”的权威架子，要以学生学习合作伙伴
的角色出现在学生面前，消除学生对教师的戒备心理，真正体现
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一个无拘无束的思维空间，让学生处
于一种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积极思维与想象。在教学中，我们
可以通过游戏、讨论、探究、实验、观察、调查、信息搜集等多
种教学组织形式，创设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从现
实生活的经历与体验出发，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的过程成为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而富有个性的发展过程。在课堂上让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展示自己对问题的解释，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证
据和共同探究的策略，进行小组讨论，让学生自己寻求合理的答
案。另一方面，拓展学生学习地理的时间和空间，把获取的地理
知识信息的渠道延伸到课外，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
的能力。针对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要辩证地加强活动教学与其
它教学形式的相互关系，使各种教学形式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
有机统一于地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活动不宜指手划脚，
横加干涉，全盘否定，但也不能撒手不管，放任自流，不分对错。
教师应在目标导向、动机激发、情景创设、方法指导、疑难解答、
反馈指点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以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因此，
我们教师要认真分析教材，对其内容进行调整，创设新的教学情
景，完成对知识的重新建构，甚至可以替换教科书中的案例，自
选教学素材，自行设计教学过程，积极开发地理课程资源，特别
是身边的校本课程资源，使其更有利于活动的开展。

角色扮演在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几点尝试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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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角色本是一个戏剧用语，原指演员在舞台上依据剧本情节而扮演的某一特定的人物，如京剧中的生、末、净、旦、丑等

戏剧角色，后被人们广泛引用。在地理教学中运用情景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出现的时间可以在某节课的不同时段或贯穿一节课 ；角

色的扮演方式可以是一个角色由多个学生扮演，也可以是一个学生扮演多种角色等方式。通过尝试角色扮演法，师生双方在实施的过

程中都有一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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