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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青

少年工作,亲切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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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

调：“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

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

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

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鼓励青

年们要积极投身到祖国建设中。“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

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

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

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

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 

新时代广大青年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承载着伟大时代使

命。要承担起光荣使命,青年人当先立鸿鹄之志。只有把人

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

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

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

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

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习

近平将少年儿童比作“小树苗”,在习近平看来,少年儿童的

成长要坚持品德为先,他曾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要从小

学习做人”。“现在把自己的品德培育得越好,将来人就能做

得越好。” 

在儿童群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教师制定一项规则,

并明确提出它的惩罚方式,但有些儿童却故意触犯这条规则,

从而接受惩罚,甚至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带有一种满足感。 

有这样一个更为具体的事例。每天中午吃饭前,幼儿需

要排队洗手,洗完手用完毛巾后大家纷纷离开,而教师还需

将毛巾架推到阳台上进行晾晒。但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去为

幼儿打饭、推餐车,甚至还有些幼儿喜欢玩水,故意在洗手时

磨蹭时间,耽误了吃饭,这样一来教师就不能够在所有幼儿

洗完手后按时将毛巾架推出。于是,老师想到了一种方法,

规定每天中午全班最后洗完手的那位幼儿负责将毛巾架推

出,这实际上也是督促幼儿尽快洗手,不磨蹭时间。这时,出

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一个幼儿每天中午故意在洗手

时磨时间,就算教师催促也不以为然,洗手洗好多遍,当其他

幼儿纷纷离开,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后一个。教师说：“你

是最后一名洗完手的,你来把毛巾架推到阳台上吧！”幼儿：

“啊！我自己推啊。”教师：“对呀,我相信你能完成的。”幼

儿偷偷笑着推走毛巾架。其实这位幼儿内心是愿意推毛巾架

为大家服务的,但正是因为教师的这项规定,使幼儿为了达

成目的不得不去触犯规则,接受他所想要惩罚。 

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幼儿阶段,学生时代也是如此。

例如教师发布规则：如果上课说话,就下楼打扫卫生。有的

学生故意说话,引起教师的注意,从而心满意足的下楼了。这

种现象无非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规律：教师制定规则,提出惩

罚方式——学生故意违反规则,接受惩罚——学生达成目

的。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儿童耍的“小聪明”。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小聪明”可能会对儿童带来负

面的影响。当他们的“小聪明”达成后,即使会被别人批评,

甚至会被当做是一种反面事例,他们也会感到愉悦,这就促

使儿童下一次更加使用这种“小聪明”来达成他们的目的,

这可能不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反过来看,儿童行为

的结果并不是坏的,不管是推毛巾架,还是打扫卫生,其实都

是一种为他人服务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被教师当作一种惩

罚的手段,也是考虑欠缺的。对于这种能够带来积极意义的

行为,我们更应该从正面对儿童进行引导。在同样的情况下,

教师制定规则为：哪位幼儿洗手又快又好,那么由他来推毛

巾架。哪位同学表现好,那么由他来打扫卫生,这样会产生什

么样的结果呢？那位耍“小聪明”的幼儿可能会又快又好地

洗完手,被教师表扬,高兴地完成推毛巾架的任务,而且还成

为了其他幼儿学习的榜样。那名故意说话同学也会在自己的

控制监督下表现良好,取得教师的信任,在其他同学羡慕赞

许的眼光中完成任务。其实人们都喜欢那种“被需要”的感

觉,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对他人有贡献的事情时,我

们也会感到满足。如果成人从正面的角度进行引导,可能儿

童就会为了达成目的而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正面的,是

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也就可以避免儿童耍“小聪明”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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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的发展,在新课改的背景下,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如今,要想提升高中地

理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必须要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创新教学模式,加强师生互动,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地理教学活动中,提升自

己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课堂上获得更多的体验和感悟,高中地理教学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 高中地理；教学策略；新课改 

 

新课改是我国教育的重大举措,对现阶段的教育教学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新课改的教育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学必

须要突破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自觉地投入到课堂教学活动中。这样才

能提升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和体验感,以更好地保证高中地

理教学的效果和效率。 

笔者结合多年的高中地理教学经验,主要提出了四种新

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学的策略。分别为：重视课堂导入,

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引入生活化教学,强化学生的应用能

力；采取多样措施,培养学习和思维能力；应用信息技术,

促进学生的直观理解。下文将对其进行介绍和探讨。 

1 重视课堂导入,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首要环节,也是激发学生地理学习兴

趣,营造良好教学氛围的前提。良好的导入就如同是一篇悬

疑小说的楔子,起着突出主题,营造氛围、引起探究欲望的作

用。根据调查显示,在大部分优秀的高中地理课堂中,教师都

非常重视课堂导入对整节课的引导作用。他们会根据具体的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采取学生感兴趣的方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为之后的课堂教学奠定基础[1]。 

如在教学《自然界的水循环》这节课时,教师可通过李

白《将进酒》中的一句话“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来引起学生对水循环的思考,从而导入课堂教学的。再

如在教学《常见的天气系统》这节课时,教师可通过与学生

进行日常生活的谈话而导入课堂教学的,即：昨天哪位学生

收看天气预报了？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与前两天

相比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打开学生的话匣子,

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课堂教学中。 

2 引入生活化教学,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 

地理是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在生活中有很多自

然现象都需要通过地理知识来进行解释。如自然灾害、农业

生产、区位选择、太阳活动等。因此,教师在地理教学的过

程中,应积极地将地理与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

地理课堂中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地理知识。这对于提升

学生的地理应用能力,培养学生一双善于发现生活中地理问

题的眼睛有重要的意义[2]。 

如在教学《农业的区位选择》这节课时,教师可先以一 

 

来的负面影响,他们也会认识到自己努力做好,就有机会发

挥自己的价值。 

在生活中还有这样一种类似的现象。雨后,路面不平整的

地方存在积水,坑坑洼洼,这时带着孩子的家长往往习惯性地

提醒孩子：“看着脚下,小心,不要踩水坑。”而这时孩子反而

会一脚一脚重重的踩进水坑的中央,看着水花从脚下飞溅起

来,家长又是慌忙劝导：“说着不让你踩水坑,你怎么还故意踩

进去啊。”其实,家长的提醒反而是引起了孩子的关注和兴趣,

关注到了雨后地面上会有了一个个的小水坑,激起了孩子的

好奇心,为什么不能踩水坑呢？踩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偏要试一试。就这样,造就了家长眼中“不听话”的孩子。 

但我们尝试在同样的情况下,家长的表述有所不同,对

孩子说的话中没有“不”,而是从正面引导孩子,那会是怎样

呢？雨后,路面不平整的地方存在积水,坑坑洼洼,这时带着

孩子的家长提醒孩子：“你看,地面上出现了好多的小河沟啊,

我们来比一比赛,看看谁能够想办法跨越它！”这时孩子会想

尽各种办法,大步的跨越、踮起脚尖走平地,或是借助路边的

砖头,总之,他们会集中注意力于“跨越小水沟”的比赛中,

这时家长自然不必担心孩子故意踩水坑而弄脏鞋子了。有时,

我们转变说话方式,尽量少对孩子说“不XX”、“不要XX”、“别

XX”,从正面以一种积极鼓励的态度教育儿童,或许会带来不

一样的效果。 

总之,我们对儿童的教育要多从正面的角度出发,不要

带有一种惩罚或警告的性质,而是多鼓励、多表扬,并相信儿

童可以做好,以此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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