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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地理教室

曾　晨文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

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随着

时代的发展，学生眼界的开阔，原有的教育技术和手段

已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地理的积极性。随着我校基于数

字星球系统数字化地理专用教室的使用，学生学习地理

的热情被点燃，教师“以生为本”的教学灵感被激发，

一场教育技术数字化的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数字化地理专用教室深受我校师生的青睐，它提

供给地理学习者立体炫丽的教室场景，丰富多样的教

具选择以及利于师生互动的教学设备。这些优势使得

地理学习新奇有趣，地理教学轻松独特，地理学习变

得妙不可言。

　　一、场景立体炫丽　增强地理“空间感” 

　　每一位走进数字地理教室的师生都会被教室里绚丽

夺目的地理元素所震撼。教室的四周被各式各样色彩

鲜艳，形象立体的地图所包围：教室正后方的墙面是

两块大大的“中国立体地形图”和“世界立体地形图”，

它们将中国与世界的地形地势完美呈现，学生不仅可

以准确清晰的读取地图要素，还可以通过触摸凹凸的

纹理，真切感受地球表面的地表形态；教室的窗帘上

印有各种自然地理主题的地图，这些地图内容紧密围

绕书本内容，教师可以方便灵活的指导学生读图、识图，

训练了学生的读图能力，增强了学生对地理要素的整体

空间布局，很好地体现了“地图是地理学科的第二语言”

的价值。

　　例如，在学习中国地理《地形与地势》一节时，如

何让学生直观感受我国“复杂多样”的地形和“西高

东低”的地势一直是一个教学难点，因为传统的教学

方式通常是展示给学生我国不同地形类型图片以及地

形分布平面图，学生需要将地形类型与地形分布图进

行联系，一些学生由于知识点掌握不牢固，会对知识

点产生混淆，从而对该知识点产生畏惧心理，降低了

学习地理的热情。在数字地理实验教室里，教师会让

学生走近教室正后方的“中国立体地形图”，学生通

过观察地图感受高耸的山地，低凹的盆地，平坦的平

原，起伏的丘陵等，对地形布局有了直观的视角冲击，

通过抚摸地图表面，直观感受我国自西向东不断下降

的地势，学生多感官的调动使得该教学难点的突破变

得十分轻松。值得一提的是，数字地理实验教室还提

供了有关学生所在街道的人口、行政区划等地理主题

的地图，使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地理概况有了深入了解，

拉近了学生与学科的距离，推动了“学习对生活有用

的地理”课程理念的落实。

　　二、教具丰富多样　提升学生动手能力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教学

做合一”的理论。他十分重视“做”在课堂上的作用，

认为“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要做得好”。在以前的

授课过程中，由于教具的限制，教师会想方设法自行制

作教具，但即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制作出的教具

也会存在很多瑕疵，而且数量十分有限，不能满足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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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动手操作的愿望。数字地理实验教室根据教学内容，

配备了种类齐全的地理教学工具，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既动脑又动手，真正实现了“做中学”。

　　例如，在《省级行政区划》一节中，教师会用上“省

级行政区划”拼图模型，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进行拼图

游戏，加深学生对省级行政单位轮廓的印象，形成对我

国省级行政单位分布的整体感知；在《降水和降水的分布》

一节中，会用上“雨量器和量杯”，让每位学生尝试测

量降水量，使学生了解气象台测量降水量的方法；在《地

球的运动》一节中，发给每位学生一个手电筒和地球仪，

让他们动手演示“昼夜交替”，使学生形象感知地球自

转的地理意义，突破难点。可见，教学模具的使用，不

仅寓教于乐，提高了教学效率，也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真正实现“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课

程理念。 

　　三、设备交互性强　促进师生共同成长

　　新课程理念一直倡导“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充分唤醒学生学习，这种唤

醒仅仅靠传统的教学手段，效果十分有限。数字地理教

室提供的电子白板设备和数字星球系统，为师生互动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

学生在数字地理实验室上课

　　在涉及地球仪演示时，笔者通常会选用数字星球系

统，和普通的地球仪演示的固定性不同，数字星球系统

非常机动灵活。通过课前的课件编程，可以及时根据学

生知识的掌握程度，随时、反复、多角度的展示地球仪

表面的地理知识要素，实现地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对

话”。例如，在学习《疆域》一节时，如何清晰明了地

向学生展示我国的位置一直是笔者想要创新的知识重

点。传统的教学方式通常是展示“地球的五带”图片，

“世界政区”图片，然后让学生分开讨论中国的半球位

置、海陆位置、纬度位置。在数字地理实验教室里，运

用数字星球说明我国的地理位置，将世界行政图、地球

五带图通过编程，投射到数字星球上，并将赤道、西经

20°、东经 160°、地球五带进行动态显示，这样中国

的半球位置、纬度位置则能有效凸显。再如数字地理实

验教室的电子白板，会请学生到讲台上用白板笔在白板

上进行填图绘画或者习题训练，座位上的学生完成任务

后会对讲台上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学生间相互取

长补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学习《河流》一节时，

为了让学生对我国河流布局有整体的掌握，在电子白板

上展示中国行政区简图，并请学生到电子白板上描绘主

要的河流，台上学生绘画的同时，台下学生在自己的学

案上进行描绘，等到大部分学生都完成后，组织学生对

台上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并用实物投影将部分台下学

生的作业进行展示和评价，这样及时有效的评价不仅实

现了师生互动，也有利于教师掌握学情，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当然，想要充分发挥数字地理实验教室在地理教

学中的价值，离不开教师对教案的精心设计，这一过程

需要教师不断研究和反思，最终实现教学相长，师生共

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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