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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中地理问题式教学研究
熊丹

（重庆市开州区实验中学，重庆　405400）

摘　要：《普通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明确提出高中地理教学要重视问题式教学。问题式教学通过创设问
题情境，以问题引领教学，通过问题造成学生的认知与知识的矛盾，引起学生的困惑和兴趣，达到吸引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本
文是以《工业的区位选择》这节课为例，通过设疑、议疑、解疑和迁移应用产生新疑，实现问题式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开展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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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问题式教学使学生以兴趣为导向，通过交流合作思考，培

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1　问题式教学课堂实践的应用
依据新课标解读的问题式教学设计的一般流程，以高中

地理必修二第四章第一节《工业的区位选择》为例，通过具体

的教学环节，展示问题式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的实践应

用。本节课要求：结合实例，说明工业的区位因素；重点培养学

生探究意识和能力，解释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产业活动进行区位

选择的依据；教学重点是影响工业的主要区位因素；区位因素

的变化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教学难点是环境因素变化对工

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1.1　创设情境，设疑激兴趣
材料一：2006年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16.5%高额倾销税，

这柄利刃近日初露锋芒，导致中国鞋子出口增量大幅跌落。在

此背景下，2005年起广东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和促进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推进产业和

劳动力双转移的决定，以400亿巨资推动珠三角“腾笼换鸟”和

欠发达地区“筑巢引凤”。宝成国际集团也兵分多路，分别扩

大柬埔寨、越南，及缅甸厂的营运布局。三乡宝元鞋厂也从原

先5万多人减少到几千人。与此同时，企业在越南、印度尼西亚

的生产线则逐年增加中。

材料二：在危机与机遇面前，宝元鞋厂创建了商业通路平

台“宝元鞋匠”。2010年夏天，宝元鞋匠第一家示范店在三乡

镇横空出世，随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全国各地运营开张。在上海

世博会期间，宝元鞋匠上海龙之梦购物区的开张，按照这个思

路继续走下去，宝元鞋匠将以广州、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个

销售区域不断增加销售网点。这次整合旗下鞋类制造资源、打

造鞋类通路品牌，是宝成集团完善产销供应链，为旗下鞋企来

料加工贸易寻求转型升级的一大动作。

从生活中提取地理素材，就真实情景提出问题，通过两则

材料的对比，探讨早期宝元鞋厂入住中山市三乡镇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中期又是什么原因促宝元鞋厂搬离中山市三乡镇？面

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后期三乡镇内宝元鞋厂是如何应对的？

1.2　小组探究，议疑促思维
探究一：宝元鞋厂早期迁入三乡镇的原因

教师引导学生从宝元鞋厂生产的一般过程中分析，企业

将原材料皮革、布料等制成成品鞋子需要投入那些生产要素

（引出工业的区位因素）。进而提出为追求超额收益，宝元鞋厂

最理想的选址地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学生谈论可以得出是各

生产要素最完美的地方，即成本最低，市场最广阔的地方。然

而，现实生活中企业主难以找到这么理想的地方，教师通过提

供宝元鞋厂的生产成本构成图，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为有效

降低成本，宝元鞋厂选址主要考虑什么生产要素。进而将本节

课第一部分知识，工业的区位因素和五种导向型工业完整生产

出来。通过引导为学生提供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培养学生

综合分析问题的方法。

探究二：宝元鞋厂中期将生产线搬离三乡镇的原因

提出问题，紧扣情境材料，进一步分析，中期宝元鞋厂将

生产线搬离三乡镇的主要原因？通过阅读材料学生可以分析

出，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政策的变化，及其镇区经过十几年

发展后区位要素的变化。进一步提出随着经济发展，哪些区位

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哪些区位因素使企业依赖程度在

减弱。宝元鞋厂的搬离是通过讨论后发现，宝元鞋厂是属于劳

动力导向型企业，劳动力的价格是影响其布局最主要的因素。

从而得出国际国内政策的变化、劳动力和地价的上涨是其搬迁

的主要原因。通过探究培养学生意识到区位因素会随时间出现

变化，培养了学生的时空综合思维，动态地分析了工业随时间

而产生变化。

2　问题式教学课堂实践的总结与反思
2.1　创设现实情境，引起矛盾，激发学生的兴趣

对比课本上的案例，现实情境更接近学生的生活，更能激

发学生学习动力，通过熟悉的事物发现问题，在问题解决后学

生更能获取成就感，也坚定了学以致用的理念。而强劲的学习

动机才是学生攻克高中地理困难知识的“利刃”。现实教学中

为了赶进度，为了课堂效率，往往直接传授知识本身，而忽略

了知识的生成和现实价值，从而形成了更多枯燥的课堂，也就

出现了更多厌学的学生。问题式教学通过激起学生已有知识和

新知识之间的矛盾，引起学生寻找真相的欲望，在问题被解决

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知识，让课堂焕发生机。

2.2　解剖问题，逐层设问，培养学生综合思维
依据地理知识的内在联系，将之变成不同梯度的问题，从

而形成一串问题链条，通过问题任务的驱动，让学生在探究中

学习知识，构建体系，提升能力。本节课从宝元鞋厂早期搬入

中山市三乡镇的原因引出工业的区位因素，以宝元鞋厂的成本

构成图引出五种导向型工业。以宝元鞋厂中期搬离中山市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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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锚杆示意图

2.5　植物防护
植物保护是滑坡地质灾害最环保的处理方案。对于坡度

较缓、稳定性较好的土质边坡，往往采用植保措施，既能固土

防渗，又能美化边坡。例如，立体植被防护网通过植物和土工

合成材料在边坡表面形成绿色防护网，稳定浅层边坡；湿式喷

播一般用于在土质较好的边坡上种植植被，而国外的土壤喷播

则是针对土质较差的边坡或岩质边坡。在工程实践中，植物保

护对滑坡稳定性控制的效果较低，多数情况下仅考虑在地表土

体塌陷和美化环境方面[3]。

3　排水
造成滑坡地质灾害的最大因素是水。在滑坡地质灾害治

理的工程实践中，需要根据坡位的地形特征，采取合理的地表

截排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减少边坡的入渗，排出边坡内的地下

水。这是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践中最常见、最简便、最经

济、最有效的辅助防治工程措施。

4　结语
地质灾害防治问题牵扯到多个方面，可将其看作是一项

系统性、综合性较强的工程。因为我国地质灾害类型较多，滑

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成因也有差异，故而一定要结合现实

状况制定个性化、科学、可行的防治方案，方能起到较好的防

治效果，为我国经济、环境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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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原因探究，引出工业区位因素的变化。以宝元鞋厂后期战

略转型，引出工业面对多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应对方法。学生

在解决问题中学会了工业区位选择的方法，面对工业区位因素

变化工业的应对方法。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贯穿了要素综合、

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促进了学生综合思维的发展。

2.3　以学生为主，探究展示，落实课堂核心素养
在问题式教学中，学生和教师的角色和定位出现了较大变

化。学生通过主动探究知识，在任务驱动下，成为知识的构建

者。教学的内容和教学资源在情境中出现多学科交叉，如，分

析中山市三乡镇宝元鞋厂迁入迁出的时代背景涉及历史知识；

企业的成本构成和经营方式涉及政治经济学。教师从原来的

课堂权威者变成学习的指导者，教师的教学准备从原来的简单

明了的课本知识转为复杂的、不可预测的课堂知识生成过程，

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平等。工业区位因素变化中的环境因

素引导学生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体现了核心素养

的人地协调观。情境创设中的素材分析培养了学生的地理实践

力。宝元鞋厂迁入迁出三乡镇原因的分析涉及了工业区位要素

综合，时空综合以及镇内地方综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

而镇区的区域底图以及镇区内工业区位因素的分析也锻炼了学

生的区域认知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地理教师应该更新转变自身的教学思想，

有效运用案例教学，为学生耐心讲解地理知识，让学生感受到

地理学习的乐趣所在，强化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开阔学生的

学习视野，使学生的综合素养不断提升，实现预期教学目标，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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