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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置身多维影院　全方位愉悦体验数字化的震撼

蒋雪婷文

　　在地理数字化教室中，四周窗户上全是平面挂图，讲

台前是多媒体平面投影图、教室后面墙面上是配有声光

电的中国和世界立体地形图，在教室中间是“数字星球”

球面地图，学生四周被各种地图所包围，仿佛进入了“地

图的海洋”。

　　一、各种形式的地图各自展示：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1.《多媒体平面投影图》

　　平面地图体现地理事物的位置和特点，静止、稳定，

便于阅读，易于查找，不仅可以展示各种地理事物的分布

图，还可以展示地理景观图片、照片、视频，各种数据统

计图、文字或数据资料等，内容全面丰富，学生能够更多

地感受、深刻地体会到了大量的图文或视频资料带来的海

量信息，体现了数字化教学手段的优越性，增加了学生的

体验范围，深刻渲染了情境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情趣。

　　2.《数字星球》的球面地图

　　数字星球体现地理事物在世界上的分布位置，不仅

模拟地球真实的球体形状，地理事物的分布特点变形小，

形象、逼真、准确；而且，仿真地球 360 度自西向东自转，

连续、完整，动态；图案明亮、清晰，仿佛一个水晶球闪

烁着迷人的光芒，十分美妙，视觉效果震撼！非常吸引学

生的眼球，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再者，数字星球就位于

学生中间，这样不仅便于全体学生、从各个角度全方位、

近距离细致、准确、全面、连续地观察、验证地理事物的

分布特点，更能激发学生的脑海里生成“找出产生这种地

理现象的位置因素”的灵感。

　　学生脑海里很容易建立起地理事物的球面空间分布

规律的概念，可以整体性地构建全球空间的概念。

　　“数字星球”还可以展示“太阳系”、“穹顶资源”

等系列数字化立体视觉的视频，并能与学生互动，功能

强大。

　　3.《中国立体地形图》

　　《中国立体地形图》，按比例缩小各个地形区的海拔

高度，真实地再现了地形的高低起伏和坡度的陡缓状况，

图文并茂，学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各个地域地形、地势的

特点；灯光定位各个地形区的分布位置、范围；配乐音频

介绍其分布、特征；还可以手摸，直观感受地形地势特点、

海拔高度。创造了眼观、耳听、手触，全方位、多感官体

验的学习情境，容易激发学生把地形地势特征与其他的地

理要素相互关联的联想，促使学生更深层次地理解地理要

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各种形式的地图综合效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课例：《青藏地区》

　　首先，运用“多媒体”展示《青藏地区地形图》：学

生从分层设色的平面地形图上初步判定青藏地区的地势

地形特征，亦即青藏地区的主要自然特征之一——高。

　　第二步，运用“数字星球”展示《世界地形图》：学

生进一步从球面图中较为真实地感受青藏地区的地势地

形特点的球面分布规律，第二次感受青藏地区——高。

　　第三步，运用“中国立体地形图”和“世界立体地形

图”，学生通过眼观灯光闪烁来确定青藏地区的地理位置；

耳听有关青藏高原的特点的音频介绍；手摸青藏高原的按

比例缩小的海拔高度的地形模型，更深层次地亲身体验青

藏地区的地势地形特征——高，教师强调青藏高原是世界

上最高的大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

　　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学生逐步感悟到：我听见了——

我知道了，我也看见了——我记住了，我更摸到了——我

理解了，有一种在“做中学”的体验，对青藏地区的地势

之高就有了更深度地认识。

　　第四步，运用“多媒体”展示“青藏地区雪山连绵、

冰川广布”的照片、“拉萨的人们在 7 月份穿厚衣而成都

7 月份的游泳池人满为患”的对比照片；学生第二次眼观

“中国立体地形图”中青藏地区的白色的山峰；让学生看

挂图《中国气候类型分布图》，找出青藏地区主要的气候

类型——高原山地气候；多媒体展示“拉萨和成都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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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图”，对比两地的年平均气温，尤其是7月气温的差异。

学生直观感受青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们的生活，感受那

里的“寒”，在通过分析青藏地区的高原山地气候的气温

特征，即可自主得出结论。

　　探究：青藏地区还有什么主要的自然特征？

　　学生自主归纳——寒。

　　第五步，引导学生探究：为什么青藏地区的主要自然

特征是“高”和“寒”？

　　第六步，带领学生观察“数字星球”《世界地形图》

上的红色粗线 - 北纬 30 度纬线，拉萨和成都的纬度都接

近北纬 30 度纬线——学生排除纬度因素。

　　第七步，学生再次手摸 “中国立体地形图”和“世

界立体地形图”上的青藏高原的按比例缩小的海拔高度的

地形模型，亲身体验青藏高原的海拔之高，青藏高原在中

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高的大高原。学生即可自主归纳出：

青藏地区主要的自然特征“高”和“寒”的形成原因——

海拔很高。

　　第八步，引导学生在图上找出青藏地区有哪些大江大

河？

　　再次观察“中国立体地形图”中，眼观灯光确定的长江、

黄河、澜沧江的地理位置，耳听音频介绍的这些大江大河

各自的特征，手摸它们干流经过的线路，学生认识到青藏

地区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三江源。

　　第九步，引导学生探究：为什么青藏地区是这些大江

大河的发源地？

　　学生观察“中国立体地形图”，第三次眼观、手摸立

体地形模型中的青藏高原，并眼观青藏高原上的白色的连

绵的雪山，亲身体验，自主得出结论：因为青藏高原地势

很高，冰川广布、雪山连绵，有“世界水塔”之称。

　　第十步，多媒体展示由数字化气象站收集的关于《拉

萨、成都的年太阳辐射总量柱状图》，学生对比两地的年

太阳辐射总量的差异，得出拉萨年太阳辐射较强的结论。

　　第十一步，引导学生探究：青藏地区年太阳辐射较强

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次眼观、手触“中国立体地形图”中的青藏高原，

亲身体验其之高；多媒体展示《由地面向高空的空气密度

变化示意图》。学生即可自主得出：青藏高原海拔很高，

空气稀薄，大气对太阳辐射阻碍较小，因此，太阳辐射较

强的结论。

　　第九步和第十一步，充分体现了青藏地区的“高”和

“寒”对其河流和太阳辐射的影响，把地理要素之间的相

互影响、密切联系的关系在更高的层面上展现得淋漓尽

致，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也为下一节

课——青藏地区人类的生产、生活特征的学习奠定了基

础。

       整个教学过程：教师问题一经抛出，随即通过各种形

式的地图，提供多方面解决问题的图片、资料和信息，

铺设好阶梯，搭建好学生能够自主解决问题的必经的桥

梁，学生过河当然水到渠成了。所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都是由低级至高级，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

学生不由自主地就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平面地图、球面地图、立体地图等多种形式的地图同

时呈现，交相辉映，从不同角度显示、并多次强化了地理

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比单一地、一幅幅地展示平面地图，

翻数倍加大了信息容量，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省时、高效。

　　学生身临其境——被各类地图所包围，身处“地图

森林”之中。通过多种地图攻势，学生眼观多维地图、

耳听配乐音频、手触立体地图、模型，多角度、多方位、

多维空间立体感受，视、听、触多感官体验和刺激，强大

的多维效果共同作用，加大了各种地图之间的联系，大大

提高了各种地图的实际使用效果。

　　这种情境迫使学生在同一时间内，把几幅各种形式的

地图或者资料在脑海里重合叠加为一，同时一一对应地分

析、归纳各个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大大提高了

学生对地理规律的判定的准确性，学生能够从更深层次理

解地理事物分布的地域特征，深度地形成了地理空间分

布规律的概念，具备地理学科的地域性分析的能力素养；

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把各个地理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起来的地理综合分析、归纳、概括的思维能力，形成了地

理要素相互联系、综合分析的思维习惯，具备地理学科的

综合性分析的能力素养。

　　三、结束语

　　在地理数字化教室中，同时运用各种地图上课，学

生仿佛置身于一个正在运行的游乐场——在一连串的各

种游戏中，学习地理知识；又仿佛身处 4D 动感影院——

在连续、动态的、多方位、多种形式的地图展示中，多

感官体验，获取地理技能。寓教于乐，真正做到了全体

学生身心愉悦地学习地理。多种形式地图展示完美结合，

相得益彰，教学效果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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