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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教学
——数字地理教室，地理教学的“魔法师”

任意萍文

　　21 世纪是信息逐渐成为生活主宰的世纪。生活在这

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教学信息的日益更新，教学手段的

层出不穷，让人们时刻感受着这个时代的活力，也让人

们时刻体会着——“不成长，你就落后了”这种紧迫感。

而作为地理学科，这样一个对空间理解力有着很多要求

的自然学科，数字地理教室的诞生，不可不说是所有中

学阶段地理教师和学生的福音。它将多种数字地理教学

手段融合在一个专用教室里面，让学习者处于一个 360°

的立体数字地理学习环境中，给地理学习带来了一个革

命性的变化，也成为新一代地理学习的指向标。

　　首先，要介绍一下常规数字地理教室的构成情况：

氛围创设方面，整个数字地理室的屋顶是由蔚蓝色的星

空图组成，可以让学习者一步入教室，就感受到扑面而

来的自然地理气息，以此也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创造地理

学习氛围上，着实用了一番心思。实践证明，学生们非

常喜欢这种蓝色的、让人心情放松的学习环境，很愿意

到这里来上课；数字化硬件设施方面，电子白板、数字

星球系统、数字星空、数字语音立体地形图，日地月语

音运行仪，成为整个地理教室最具学科特色的亮点。而

其中的“焦点”则是数字星球系统——它采用了鱼眼镜头，

可以 360°无死角的观看投射到球幕上的所有内容，呈现

逼真的星体形态。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数字地理室是

如何在地理课堂中发挥作用的。

　　一、数字星球  空间地图的“魔法师”

　　地理学习讲究的是对多种形式地图的运用，但对于

刚刚系统接触地图知识的七年级学生来说，在刚开始的

“地球和地图”部分，就遭遇了很大的学习困难。七年

级的学生还处于空间想象力形成的起步阶段，学生对于

一些地理的空间概念缺乏想象力。所以，数字化教学资

源成了有效的补充，并且在“发展性学习”方面，它也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学生帮助最大的，非数字星球莫属。

它的优势体现在：

　　1. 立体、动态呈现经纬网  突破教学瓶颈

　　在学习“经纬线和经纬度”一节时，学生最大的难

题就是理解“经纬线的形状、长度、指示方向”以及“利

用经纬网定位”。在以往的教学当中，教师都是运用教

具和课件双重演示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课件

只是平面展示，无法构建空间概念；而利用经纬仪教具

在给学生演示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地图作为背景，会让

学生感觉到由一根根铁丝构成的经纬仪很枯燥。数字星

球，让这一难题变得简单起来。在处理这部分问题时，

数字星球的优点体现在：它可以将地球仪的背景地图与

动态的经纬线、经纬度同时展示在立体的数字星球上。

既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经纬线与球面地图是联系紧密的，

又可以让教师利用数字星球的遥控器“上下左右”自由

旋转展示，照顾到教室内不同角度学生的观察需求。形

象的呈现方式，让“经纬线的形状、长度、指示方向”

和“利用经纬网定位”知识点不攻自破。

　　数字星球，让地球仪上枯燥死板的经纬线变得形象

鲜活起来。而数字星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教师

在演示地球仪的时候解放双手，增加了演示的灵活性、

便捷性和趣味性。学生对于数字星球充满了好奇，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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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去探究，增加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后达到的效果，

必然是增加了课堂的实效性。

　　2. 时区界线清  时差问题明

　　七年级“地球的运动”一节，无疑也是学生理解起

来问题较多的一课。在“地球的自转”知识点中，自转

产生的现象——“时差”，这个知识点是需要空间理解

力的。作为对时差的理解，时区概念的引入也显得很有

必要。这一点，数字星球课件资源又成了教师的得力助手。

它将东、西十二时区的范围、名称全部通过投影展示在

数字星球上，并通过旋转功能，实现 360°视角展示。“时

区划分图”与球面“政区图”的重叠，又让学生对七大

洲不同国家之间的时间差异有了更形象的认识，甚至部

分学生可以通过观察，快速算出某些国家之间有几个小

时的时差，学生的学习热情瞬间被点燃，知识点的突破

则水到渠成。“智慧”的教具，让学生对空间地理知识

的理解变得具体化、形象化，从而也不会再把地理学习

看作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3. 多功能展示课外地理知识  开阔学生视野

　　数字星球除了在地理课堂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外，

它还在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探索地理知识奥秘的积

极性方面大放异彩。

数字星球在课堂上的应用

　　作为动态球面地图的载体，数字星球还可以演示地

球表面火山、地震发生情况，海水抽干后地表的高低

起伏情况，地球大气、自然水体的欣赏、太阳系之旅、

月球奥秘、多样的植物、四季星空等模块。同时，数

字星球系统还提供了大量与环境、人口、资源和可持

续发展等与时代热点问题相关的科普资源，让地理教

室又变身为数字化科技馆。它能够满足学生自主学习

和探究性学习的双重需要，符合中学地理学科课程标

准和教学规律。

　　此外，数字星球通过国际先进的三维图像处理平台，

还可以方便教师将图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转变

为球面图像，结合精密光学技术，瞬间展示于数字化球

形投影屏幕上，动态立体的再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现象与过程。数字星球资源中心网站上，不断更新的球

面资源和课程资源，也成为地理课堂内外教学资源的“源

头活水”，让地理知识真正的“活”起来。

　　二、数字语音立体地形图  搭建“交互式学习”

平台

　　在数字地理室中，“数字语音立体地形图”也是地

理课堂教学最有效的补充。该地图将数字语音系统与“立

体世界地形图”和“立体中国地形图”结合起来，学生

只需要用点读笔在地图上点击想了解地区的位置，即可

听到相应配套的地形信息讲解。数字语音立体地形图在

七年级世界地形学习和八年级中国地形学习过程中，发

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让学生有了一种崭新的“交互式

学习”体验。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后的研究性学习

过程中，它都成了学生非常感兴趣的学习素材。学生对

自然地理的学习兴趣也因为它，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数字地理室，让地理学习变得简单而有趣起来。丰

富而又不断更新的数字星球配套课程资源，为地理教师

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得力的素材，符合初中地理课程标准

中“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

的地理”和“构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地理课程”的要

求。不断更新的理念和新颖的知识呈现方式，正适应了

信息化社会与时俱进的教学特点。数字地理室，如同地

理教学的“魔法师”，让枯燥的平面地图知识，通过立

体的呈现方式变得生动起来，让教师和学生都把地理学

习当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愿未来数字星球系统的道路

可以越走越远，让地理人的教和学都成为一件非常快乐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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