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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教 师的教 学方式怎 

样 改 变?在 教 与学 的过 程 中，教 师如何 扮 演“组织 者 、引导 

者与合作者”．如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探究、合作?作者结 

合教学实践 ，以《沙尘暴》的地理活动为例做 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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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课 程标 准 》明确 提 出 ：学 生是 地 理学 习的 主人 ， 

教师是地理学习的组织者 、引导者与合作者 。地理教学必 

须把实地观察与 凋查 、动手实践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作 

为重要方式 ，从而培养学生 的人文精神 、科学态度 、信息 

素 养 、实 践 能 力和 创新 精 神 。 

我在 开始 实 施新 教 材 时 ，觉 得 旧的学 习方 式 已不 能 

和新 的教 材 相 匹配 ，虽 然 想转 变 学 生 陈 旧 的学 习方 式 ，但 

总是 不 敢 尝 试 、不敢 放 手 ．生 怕 学 生 的心 变 “野 ”了 ．收 不 

回来 ，影 响 教学 效 果 。直 到有 ～ 天 ，一堂 公 开课 改 变 了我 

一

、 由一 堂公 开 课引 出的故 事 

当时学校组织每人上 一一节公 ，我心里不免一阵 

暗喜 ：前段 时间冈参加一个讲课比赛 ，精心准备了 一堂 

课，还得 了奖 ，现存正好 再讲一遍 ，岂 省 时省 力?要知 

道 ，准 备一 节 公 开课 ，那 有 多 难 ，我 把要 上 公 开 课 的事 告 

诉 了学 生 ，并 嘱 咐他 们 注 意活 跃 堂 气 氛 ，积 极 参 j刮 学 

习中 ，还要 表 现 出 听新课 的样 子 ⋯⋯ 我 说 _r一通 后 ．发 现 

学生情绪好像不高涨，只是懒懒地应了几声。也难怪学生 

兴 致不 高 ，这 堂课 已经 在班 上 演 练好 儿 遍 了 。不 过 ．我 相 

信 到 时候 ，学生 还 是会 力配 合我 “演 ”好 这堂 课 的 

课 后 ，课 代表 来 找我 ．说学 生 的意 见是 这 堂 课 都 听好 

几 遍 了 ，甚 至都 能背 下来 了 ，冉 瞳 复听 一遍 太 没劲 ，还 有 译 

虚 作假 之嫌 ，还 不如讲 点学 生感 兴趣 的 呢 我 一听 ， 急 

了 ，离公 开 课 只有 一周 时 间 ，准 帑 一 前课 ，得查 资料 、剪 

辑录像 ，还得上网 、制 课件 课代丧 我面柯难色 ，便 试探 

动 接 受 ，处 于一 种 置身 事 外 的状 态 ，创 造 性 思维 的培 养就 

成 了无 源之 水 

1．激 发 学 生 学 习动 机 ，满足 发展 的 需要 

初 中生 的创 造 力发 展 与人 格发 展 有 密切 联 系 需 要 

是创 造 的动 力 ，社 会 的客 观需 要 只 有 内化 为初 中生 自身 

的 主观 需要 时 ，才能 成 为一 种创 造 活 动 的动 机 ，推动 初 r 

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在教学中应注意专题介绍初中地 

理课 的 内容 、学 习 目的 ，让 学 生 了解 初 巾 为什 么 要开 设 地 

理 课 ，初 中地 理 课应 达 到什 么样 的总 体 教学 目标 ．怎 样 学 

好地理 课，正确认识地理学科的社会功能等 ，结合每节 课 

及每节 课巾的具体地理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2．提 高 学 生学 习兴趣 。激发 求知欲 望 

强 烈 的求 知 欲望 ，浓 厚 的学 习 兴趣 ，是初 巾生创 造 力 

发展 的 内在动 力 。初 中生辩 证 思维 能 力 已经 开始 发展 ，他 

们不满足于获得一般 的地理过程和地理现象 ，渴望理解 

地理 事 物 和地 理 现象 的 规律 ，并 对 诸 多奇 妙 的 地理 现 象 

怀 有浓 厚 的 兴趣 。因此 ，教学 中要 做 到 既形 象 又准 确地 将 

地理 现 象 、地 理 规律 寓 于生 动 的讲 述之 中。 

3．改革 传统 教 学 方法 。鼓 励 学 生参 与教 学过 程 

再好 的一 节课 ，如果 没有 主体 学生 参与 活动就 是 成 

功 的 。L犬J为素 质教 育 着重 培 养 能 力 ，学 生不 实 际 动脑 、动 

手参与 ，就无从培养动手 、动脑能力。教师在教学的整体 

设计 t：，应该优化教学环节 ，组织课堂辩论和角色扮演等 

活动 ，培养 学 生 的主 动参 与意识 和创 造 性思 维 的 品质 。 

4．开展 研 究性 学 习．改 变 学生 的 学 习方法 。 

研究性学习的含义 ．从狭义上讲是指学生在教 师指 

导 下 ．从 自身生 活 和社 会 生活 中选择 和确 定研 究 专 题 ，以 

类 似科 学 研 究 的方式 主动 获取 知 识 、应 用 知 识 、解 决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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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自主性 、研 究性 学 习 干̈亲 身 践 ，可 以狭 取 多 种 援 

经验 ，掌 握 基本 的科 学 方 法 ．捉 商综 合运 川 所学 翎1 l解决 

实践 问题 的 能 力。研 究 性学 习 以 【jI导学 生关 注 利：会热 

点 ，从 学 习 生 活 、社 会 生 活 中选 择 感 兴趣 的研 究 专题 ，为 

社 会 的 改革 和发 展 服 务 。学 生 的潜 能是 一 座 “金 矿 ”．研 究 

性学 习 就是 开 掘金 矿 的极 好方 式 研 究 性 学 习有 利 于 培 

养学 生 的创 新精 神 和 实践 能 力 、科 学 素质 和 科学 道 德 ，以 

及 与他 人沟 通 与合 作 的能 力 ．． 

三 、改革 传 统 的教 学检 测 手段 。摒弃 死 记硬 背 的测 试 

方式 。 

】．对地 理创 造 性 思 维作 业 的思 考 

从 狭 义上 讲 ，“创 造性 思 维作 、l 址 数 帅提供 一 问题 

情境 ，让学 生 运用 发 散思 维 上从 事 练 习 和 习作 。从 产 乍 

不 同答 案 的作业 ， 也就 足 教 师运 J}̈救发 创 造性 思 维 的 原 

理 与策 略所 编 制 的一 书面 作业 ． 口的在 于借 作 业 练 

习增 进 学生 的创 造 性 思维 能 力 ” 创 造 性 思维 作 足地 理 

教 师通 过 作 业 的形 式 ，综 合 、岛效 、巧 妙 地 运 用 符 种 思 维 

方式 和方 法 ，运川 新 颖 、独 特 的 认 以活 动 ， 已知 探 索 未 

知 的 作业 形式 。对 学生 来 说 ． 完成 教 师布 置的作 、I 过 程 

巾 ，只要 提 供 的 信 息 、使 用 的办 法 、捉 f“的观 点 越 Ⅲ教 材 

的 内容 和教 师 的 讲述 ，就 可 以 认为 是创 新作 业 。 

2．对 考试 形 式 与 答案 多样 化 的思 考 

目前许 多 考试 答 案 源 于 本 的 标 准 答 案 ，这扼 杀 了 

学 生 的创 造性 思 维 。多 采 ，H开 放 性 的 题 目 、个 性 化 的答 

案 ，对学 生 的创 造性 思 维 发挥 有 很 大 的正 面激 励作 片J。此 

外 ，考试 的形 式 可变 单 一 的 卷 笔答 式 为 丌卷 卷 、笔 

试 口试 相结 合 的形 式 ，这 样 有利 t全 面 考察 学 的 索 

质 和 能 力 ，引导 师生 从 陈 ⋯的 教学 式 中逐 步解 放 f̈ 米 ．． 



 

_  
说 ，她家有 电脑 ，可以帮忙查资料。当时，我灵机一动，让学 

生 主 动 参 与 、探究 知 识 ，不 正 是 新一 轮 课 程 改 革 大力 倡 导 

的学 习方式 吗 ?作 为新课 程 实践 者 。我应 该 把这 一 理念 落 

实到教学中去 ，而不应只挂在 口头上 。再说 ，我一直想搞一 

次研究性学 习课 ，苦于时间紧，没有完成 ，何不借此机会 ， 

锻炼学生搜集资料 、整理信息的能力? 

二 、分工与合作——《沙尘暴》 

又一节地理课 ，我佯装很无奈 的样子对学生说 ：“既 

然大家不愿配合 我 ‘弄虚作假 ’．那 你们就 得帮助老师重 

新准备一节课 ，而且准备工作 由你们 完成 ，课堂也 由你们 

展示 自己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说 ，我把课堂这个 ‘舞 台 ’送 

给大家表演怎么样 ?你们行吗?愿意帮老师这个忙吗?” 

学生一听，顿时兴奋起来 ．心想 ：“帮老师上课 ?这可 

是从没有 的事 !”都急着问：“我们怎么帮你?研究什么?” 

学生如此高涨的情绪 。是我没料到的，我问 ：“春天到 

了，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们最不愿见 的天气是什么?” 

“当然是沙尘暴 !”学生异 口同声喊出来 。 

“好 !那我们就探究有关沙尘暴的知识 。”我把提前准 

备好 四个课题拿了出来 。 

1．沙尘暴一般发生在哪些地方? 

2．沙 尘暴 发 生 的 自然 原 因和 人 为原 因有 哪 些 ? 

3．沙 尘暴 给 人 民带 来 哪些 危 害 ? 

4．怎 样治 理 和 预 防沙 尘暴 的发 生 ? 

全班分成 四个小组 ，每组 自由选择一个课题研究 ，每 

组设一个组长 ，负责组 内分工与合作 ，并随时向我汇报研 

究进 展 ，我 们约 定 三 天后 汇 报 初步 研 究结 果 。 

分完工 ，学生便忙活开了。看他们忙得热火朝天 ，劲头 

十足 ．我并没有觉得轻松 ，不知道 自己这番做法到底对不 

对 ．这堂课能不能成功 ，心里真是一点底也没有。果然 ，第 

二天问题就 出现 了。有的小组反映 ：找不到想要的资料 ，不 

知从哪下手。我佯装为难 ：“你们 十几个人都查不到 ，我一 

个人 更 忙不 过来 ，要 不 ，怎会 让你 们 帮忙 ?不 过你 们 可 以到 

上 网看 看 。”还 有 的小组 材料 找 了不 少 ，可 是很 杂 乱 ，没 有 

条理 ．不 会 整理 ，我 又告 诉他 们 如 何整 理 、分 类 、归 纳 ，找 出 

自己课题 有 用 的东西 ，去 掉 重复 、无用 的材料 ⋯ ⋯ 

接 下来 的时 间 ．我 更 忙 了 ：忙着 对 各 小 组 监督 、检 查 、 

指导 ，忙 着 学 习有 关沙 尘 暴 的知 识 真 比 自己准 备 一 节课 

还 累 。但 看 到学 生 准 备得 那 么 投 入 、那 么 兴 致勃 勃 ，而 且 

收获颇丰，心里也对公开课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 

三 、汇报 课 上 好戏 不 断 

到 了汇报研究结果的那天 ．学生都异常兴奋 ，我却异 

常 紧 张 ，心 里 有 点犯 嘀 咕 ，生怕 这 堂课 上 砸 了 ，丢 了面 子 

不说 。对 学 生也 是 一个 打 击 。 
一 切都 在 有 条 不紊 地 进行 ，比我 预料 的 要好 得 多 ：有 

的小组把研究成果利用PowerPoint制作成 一个 简单的课 

件 ，在 教室里播放 ，图文并 茂、内容翔 实 ，做得有 声有色 ， 

效 果 非 常好 ；有 的小 组 搜 集 了 大量 的 图 片 。一一 展 示 。配 

以简 洁 的讲 解 ，声 情 并 茂 ；最 让人 觉 得 新 奇 的是 探 讨 “怎 

样预防沙尘暴”的研究小组居然表演 了一个小品 ，从 日常 

生活着手 ，告诉大家预防沙尘暴要从我做起 ，从生 活中小 

事做起 ；分析“沙尘暴的危害 ”小组 ，从沙尘暴的危 害引 申 

到其他环境 问题 ，如水污染 、空气污染等带给人们 的危 

害 ，并 呼 吁大 家保 护 环境 ，爱 护 家 园 。小 组挖 掘 之 深 、内容 

之广 ，是我没想到的。一节课下来都是学生在说在演 ．每 

一 个 学生 都 表 现得 十 分 出色 。 

应 该 说 ，这 节 课是 我 参 加工 作 以来 最 为 成 功 的一 节 

课 ，也 是 学 生 最 喜 欢 的一 节 课 ，没 想 到 学 生 的一 个 建 议 ． 

居 然 引 出这 么 成 功 的一 堂课 。 

四 、课 后反 思 与体 会 

接 下 来 几天 里 ．有 几 个 问题 一 直 在我 脑 海 里 盘旋 ：为 

什么学生对这堂课 的投入程度会如此之高?他们热情 的 

动力在哪里呢?在改变学生学 习方式 的过程中，教师 的教 

学 方 式应 怎 样 改 变 ? 

如今 ，新课改搞得轰轰烈烈 ，改变学生的学 习方式的 

呼声也很 响。但是在传统教学方法中的“教师讲 ，学生 听” 

的基本格局没有变 。教师的活动 占上课时 间的绝大部分 ． 

甚至有的占全部 ，这种教学是纸上谈兵 ，学生处于消极的 

被动地位 。学习对他们来说是苦差事 ，哪有乐趣可言?教 

师每天不停地备课 ．然后 “灌输”给学生 ，教学对教师来说 

也是件辛苦事 

这 堂研 究 课 让 我对 “教与 学 ”有 了 以下新 认 识 。 

首先 ，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观念是行动的灵魂 ，教 

育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作用 。培养创新人才的前 

提 是 教师 要更 新教 育 观念 。在 旧 的教学 模式 中 ，教师 是 教 

育的主宰 ．在课 堂上总是 以灌输知识为主 ，把学生 当做接 

受 知识 的容 器 ，照本 宣科 或 “填 鸭式 ”的教 学方 式 占统 治 地 

位 。教 师在 教学 过程 中往 往 只注重 对 知识 的 结论 性 给予 ， 

忽 视 知识 的产生 、发展 和发 现 过程 ；只注 重本 学 科 知 识 能 

力 的培 养 ．忽视 了学 生所 学 知 识 的迁 移 、渗 透 和综 合 能 力 

的培养 。教学关 系成为 ：我讲 ，你听 ；我问 ，你答 ；我写 ，你 

抄 ；我 给 ，你 收 。结 果是 束缚 了学生 的 思想 ，削弱 了学 习 的 

积极 性 ，忽 视 了学生 的个 性 特征 ，不 利 于学 生创 新 能力 、实 

践 能力 的培养 。教师 应该 是学 生 学 习 的“引 导者 ”，如果 课 

堂 相 当于一 个舞 台 。教 师地 位就 由原 来 的 “主 演 ”变 为今 天 

的“节 目主持人”。在“舞台”上把握时机 ，引导各位“主演” 

的顺利“演出”。顺利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 。 

其 次 ．教师 要教 给学 生参 与 、合作 的方 法 。学 生 主动 参 

与 、探究 、合作 。是 新 课改 提 出 的学 习方 式 ，但并 不 是说 ，把 

问 题交 给 学 生后 ，老师 就 不 闻不 问 ，而 应 该教 给 学 生探 究 

的方法 ，毕竟是学生 自己处理问题 ，有一定 的难度。在开始 

时 ，教师要帮助学生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学生 的能力得到 

提高后 ，他们就会对学习越来越感兴趣 。当学生有了学习 

兴 趣 ，学 习活动 就不 再是 一 种负 担 ，而 是一 种 享受 、一 种 愉 

快的体验 ，学生会越学越想学。有兴趣的学习事半功倍；相 

反 。如 果学 生对 学 习不感 兴趣 ，情 况就 大相 径 庭 。 

最后 ，教师要 多营造探究式 、合作式 的教 学氛围 ，给 

学生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 。在课堂上没有必要死板 ，而要 

生动活泼一些 ，这样学生会更加认 同 ，更加有 兴趣参 与 。 

教师还要努力把教学打造成一个教 与学的交往 、互动 。师 

生 相互 交 流 、相 互 沟通 、相 互 启 发 、相 互 补 充 的过 程 ，在 这 

个 过程 中师 生分 享 彼 此 的思 考 、经 验 和 知识 ，交 流 彼 此 的 

情感 、体验与观念 ，丰富教学 内容 ，求得新 的发现 ，从而达 

成共识 ，达到共享 、共进 ，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阿基 米德 说 ：“给 我 一个 支 点 ，我能 撬 起 地球 。 ”学 生 

缺 少 的正 是 这样 一 个 支 点 ，他 们 的潜 能是 不 可 估 量 的 。他 

们潜能开发 的前提就是改变陈 旧的教学方式。教师要改 

变过去那种陈旧的教学方式 ，构建一种能促进学生发展 ． 

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学方式。愿每一个 

教育工作者都能重新审视 自己的教学方式 ，还学生一片 

自由翱翔蓝天 ，让他们飞得更高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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