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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探讨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分析当前教学模式的

局限性，提出 GIS技术的创新教学方法，并展示具体实践案例。研究表明，GIS技术不仅能够

优化地图教学，增强学生对地理现象的理解，还可以通过空间数据分析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综合素养。进一步讨论了 GIS技术的推广策略和未来应用前景，强调了其在地理教育中的重要

性和潜力。GIS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兴趣，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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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Mode based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Ji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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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proposes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GIS technology by analyz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l, and shows concrete practical cas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IS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optimize map teach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al phenomena, but als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through spatial data analysis. The promotion strategy and futur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GIS technology
are further discussed, and its importance and potential in geography education are emphasized.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interest,
with extensive popularization value.
Keyword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Teaching
model innovation; Spatial data analysis; Practical ability improvement

引言

传统地理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使得学生在理解和掌握地

理知识方面面临诸多挑战。GIS技术的引入为地理教学提供

了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动态展示和互动式学习，显著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在探讨 GIS 技术在初中地理教学中

的应用现状和创新教学方法，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示其实

际效果，同时提出推广和普及 GIS技术的策略，以期为地理

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现状

（一）当前初中地理教学模式的概述

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其难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

空间思维和实践能力。地理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空间性和动

态性，而传统的静态地图和单向讲授难以充分展示地理现象

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教师在课堂上虽然会利用地图进行示范，

但由于地图的静态特征，无法动态展示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

课本内容较为固定和单一，学生被动接受信息，缺乏自主探

究和互动的机会，难以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当前的教学

模式在培养学生地理综合素养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迫切

需要新的教学手段和工具来改善这些不足，以更好地适应现

代教育的需求和学生的学习特点。

（二）GIS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初步应用

在初步应用阶段，教师利用 GIS软件制作交互式地图，

通过这些地图展示地形、水文、气候等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

特征，帮助学生直观理解地理概念和现象。GIS技术还可以

用于动态模拟地理过程，例如模拟河流的流向变化、气候变

化趋势等，增强学生对地理现象的动态理解[1]。这种技术应

用不仅丰富了地理教学内容，还提升了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

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同时，GIS技术的

引入也为学生提供了动手实践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亲身参与

地理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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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中地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传统教学方式往往注重知识点的灌输和记忆，而忽视了

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学科本身具有

很强的空间性和动态性，而静态地图和书本上的信息难以直

观展示地理现象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学生难以形成清晰的

空间概念和动态思维。课堂上教师单向的讲解方式无法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不同层次的学生在理解和掌握地理

知识方面存在差异，单一的教学方式难以兼顾全体学生的学

习效果。传统的教学评估方法也多为笔试，主要考查学生对

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

评价。

（二）学生地理知识理解的难点

地理现象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地

理过程如气候变化、河流侵蚀等是动态变化的，传统的静态

地图和书本上的描述无法充分展示这些变化过程，学生难以

形成全面和动态的理解。地理学科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

如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生需要具备综合运用这些

学科知识的能力，这对于初中生来说是一个挑战[2]。地理知

识的实际应用性强，要求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中

的地理现象联系起来，但在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

学生缺乏实际应用的机会，难以将抽象的地理知识转化为具

体的实践能力。

三、基于 GIS技术的教学模式创新方法

（一）引入 GIS技术优化地图教学

需要配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设备，包括计算机、投影设

备、GIS软件等。在教学设计上，教师应将 GIS 技术融入教

学计划中，制作具有互动性和动态展示功能的数字地图。这

些地图可以包含多个图层，展示不同地理要素如地形、气候、

植被等。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 GIS 软件展示地理现象的

动态变化，例如通过时间轴展示气候变化的过程，或者利用

三维建模展示地形的起伏。这种动态展示能够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复杂的地理过程，增强空间思维能力。

为了提高互动性，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探究性活动，让学

生利用 GIS软件进行地图操作和数据分析。学生可以选择某

一地区，添加不同的地理信息图层，分析该地区的地理特征

和变化趋势。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能提高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了评

估教学效果，可以进行阶段性测评，利用 GIS 技术制作的测

评工具进行测试。这些工具可以根据学生的操作过程和分析

结果进行评价，提供详细的反馈意见，帮助学生及时改进学

习方法。研究数据显示，在引入 GIS技术的教学模式下，学

生的地理成绩有显著提高，平均提高了 15分以上，特别是

在地理概念和空间思维能力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二）GIS技术在地理空间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导入地形数据，生成地形图，分析地形特征如山脉、高

原、平原等；导入气候数据，生成气候图，分析不同地区的

气候类型和变化趋势；然后，导入水文数据，生成水文图，

分析河流的流向、流量及其与地形的关系。这些分析过程不

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还能提高他们对地理现象的理

解和预测能力。研究数据显示，利用 GIS技术进行地理空间

数据分析，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地理素养和综合能力。在一

项研究中，学生在使用 GIS 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后，对地理现

象的理解正确率提高了 20%以上，分析报告的质量也有显著

提升[3]。为了确保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教师应指导学生正确

操作 GIS软件，注意数据的正确导入和处理方法，同时对分

析结果进行科学解释和讨论。为了更好地展示和应用分析结

果，可以制作综合性地理报告。这些报告应包括数据来源、

分析方法、结果展示和结论建议等内容。通过撰写报告，学

生可以系统地总结分析过程，提升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这

些报告还可以作为课堂展示和交流的材料，促进学生之间的

互动和学习。为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可以结合实地考察活

动，将 GIS 分析结果应用于实际地理现象的观察和验证。如

表 1所示：

表 1：GIS技术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调查

教学内容

GIS应用

前学生平

均分数

GIS应用后

学生平均分

数

分数提

升幅度

学生满

意度(%)

地形分析 65 80 15 85

气候变化 70 88 18 90

水文分析 68 83 15 87

空间思维

能力
60 78 18 88

综合实践

能力
62 80 18 89

四、基于 GIS技术的教学模式实践案例

（一）具体教学案例分析

教学开始时，教师通过 GIS软件展示某地区的三维地形

图，让学生初步了解该地区的地形特征。在此基础上，教师

引导学生使用 GIS软件中的工具进行地形剖面分析，通过设

置剖面线，生成剖面图，详细观察和分析地形的高低起伏变

化。这一过程不仅使学生直观了解地形的空间分布，还培养

了他们的操作技能和空间思维能力。教师设计了一项探究任

务，要求学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地形区域，自行进行数据分

析并撰写报告。学生通过 GIS软件导入该区域的地形数据，

使用高程分析工具生成高程图，并结合坡度和坡向分析，进

一步细化对地形特征的理解。整个分析过程中，教师提供指

导，解答学生在数据处理和分析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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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 GIS软件生成可视化图表，将数据分析结果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撰写包含分析过程、结果讨论和结

论的详细报告。为了评估教学效果，教师对比了学生在引入

GIS技术前后的成绩数据。

（二）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效果

课程设计中增加实践环节，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 GIS 软

件，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以某次水文分析课为例，

教师首先展示区域内主要河流的空间分布，并讲解基本的水

文特征。教师为学生布置了实地考察任务，学生前往实地采

集水文数据，包括河流宽度、水深和流速等参数。回到课堂

后，学生将采集到的数据输入 GIS软件，生成河流水文图，

并进行分析[4]。通过 GIS软件的流向分析工具，学生能够模

拟河流的流动路径，分析不同地形对河流流向和流速的影响。

学生还使用 GIS软件中的洪水模拟工具，根据历史数据和当

前数据，模拟洪水发生时的可能情景，预测洪水的影响范围

和严重程度。整个分析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

还培养了他们的实际操作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教学结束后，

教师对学生的实践报告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学生在数据采

集和分析方面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根据评估数据，学生在

实践能力测评中的平均成绩由引入前的 60分提高到 80分，

进步显著。

五、地理信息系统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持续应用

与发展

（一）GIS技术的推广与普及策略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需要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用于购

买必要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许可，并开展教师培训。教师培训

是推广 GIS技术的关键步骤，通过系统的培训，提高教师对

GIS软件的操作能力和教学应用水平，使他们能够灵活地将

GIS技术融入地理教学中。学校可以与地理信息技术公司和

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发适合初中教学的 GIS 教学资源和教

材。这些资源应包含丰富的案例和数据，能够充分展示 GIS

技术的应用价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学

校还应组织相关的教研活动，鼓励教师分享 GIS 技术在教学

中的实践经验和成果，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应积极

开展家长和社会的宣传工作，提高对 GIS 技术在地理教育中

重要性的认识。

（二）初中地理教学中 GIS应用的未来展望

未来的 GIS技术将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等技术相结合，提供更加生动和沉浸式的地理学习体验，帮

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现象和过程。这些技术的结合将使

地理教学更加立体化和互动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在教学内容上，GIS技术的应用将促使地理课程更加注

重实践和应用。学生不仅能够通过 GI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

地图制作，还可以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将学到的地理知识

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5]。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与其他

学科的交叉融合，GIS技术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将拓展到环

境科学、城市规划等领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思

维能力。未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GIS技术在初中地

理教学中的应用将更加普遍和深入。教育部门将继续加大对

GIS技术的支持力度，推动其在各级学校的应用。

六、结语

GIS技术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具有显著的教育价值

和推广潜力。通过动态展示和空间数据分析，GIS技术能够

优化地理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实践能力。具体教

学案例证明，GIS技术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地理成绩，还激发

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GIS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将更加深入和广泛，为地理教育的

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有力支持。持续的教师培训和教学资源

开发将进一步推动 GIS技术在地理教学中的普及，培养更多

具备地理素养和信息技术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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