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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实践力作为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是学生需要重点培养的能力。学生在

学习中塑造地理实践力，可以发展地理的思维，增强对地理知识的理解，提升学习地理课程

的效率。伴随着高考题目的不断变更，地理实践力愈加受到教师教学的关注。教师在教学中

缺乏教学手段，影响了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因此，在基于高考的视角下，教师可以利用

结合高考试题、引入地理实验、融入小组教学的方式教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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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践力是指人们在地理户外考察、社会调查、模拟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

行动能力与品质，是教师需要重点教学的内容之一。地理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提升

了学生培养的难度，影响了学生高考成绩的有效增强。为此，教师在地理教学中可以运用多

元化的教学手段教导学生，让学生更为便捷的发展地理的实践力。 

一、结合高考试题，理解实践力内涵 

高中学生处于学习的关键时期，理解地理实践力的内涵，既能培养地理的核心素养，提

高对地理知识的运用能力，也能够清晰、准确的解析高考的试题，提升高考的成绩。地理实

践力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部分学生在地理学习中难以将地理实践力与高考试题相联系，从而

影响了学生准确解读高考试题的内容。为此，教师在地理教学中可以为学生解读具有代表性

的高考试题，帮助学生理解地理实践力的内涵。 

例如：教师详细解读以下的高考题目，能够在帮助学生认知地理实践力内涵的同时，提

升学生地理解题的能力。 

题目：某校地理研究性学习小组利用水池设计的一个人工湿地系统，水池中含有芦苇、

土壤、水、进水管、出水管。 

该设计的主要模拟的湿地功能为？ 

（1）净化水质  （2）防风固沙 （3）塑造地形 （4）涵养水源 

解读：此模拟设计体现出了自然地理的三大要素水、土壤与植被，芦苇和土壤的湿地环

境具有净化水质，涵养水源的功能。此题是让学生思考用模型来模拟研究对象的实验，能够

让学生认知到模仿某一事物发生或再现的过程，以此有助于学生了解地理的规律，帮助学生

理解地理实践力的内涵。 

二、引入地理实验，培养地理实践力 

地理实验教学是根据教材的内容，让学生到实地考察、分析、探究的方式，既能够提升

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效率，发展学生学习地理课程的良好能力，也能够帮助学生更为精准

的分析高考中的地理实验题目，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教师在地理教学中过于重视理论知

识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地理实践能力的教学，从而限制了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为

此，教师可以拓展教学手段，在地理教学中引入地理实验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在具体的地理

环境中培养地理实践力。 

例如：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以下的地理实验，让学生自主探究蕴含的地理知识。学生首先

需要准备塑料盒、隔板、红色暖水、蓝色冷盐水，其次需要将隔板插入到塑料盒的中间，其

次向两边分别注入等量的红色暖水与蓝色冷盐水。学生在准备完毕后，将隔板抽出，能够观

察到“冷水与暖水之间出现了倾斜的交界面，红色暖水在蓝色冷水的上面”的现象，从而能

够得出“此实验模拟的天气系统是锋”的结论。学生在实验后通过教师的教导还能够认知到

“该实验的不足之处为，未能模拟出主导气流的运动方向、未能模拟出成云致雨的天气现

象。”等地理知识。学生在进行地理实验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了解地理知识与现实



天气、人类活动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培养利用地理知识解决生活事物的能力，培养地理

的实践力。 

三、融入小组教学，发展地理实践力 

小组教学是将学生科学分成不同学习小组的方式，可以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品质，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更为高效的发展地理实践力。教师在地理教学中缺乏教学手

段，未能满足学生发展地理实践力的需求，影响了学生学习的进程。因此，教师在地理教学

中可以融入小组教学，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探究高考试题中蕴含的地理实践力，以此

不断发展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例如：学习小组可以通过合作探究以下的高考题目，发展地理实践力。 

如：黄土貌是一种独特的地理形貌，对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有着较大的影响。黄土峁、

黄土梁、黄土塬是黄土高原的基本地貌形态。请阐述黄土地貌演变对农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学习小组通过合作探究，不仅能够认知到“黄土地貌的演变可以导致耕地面积逐渐缩减

少，耕种条件不断变差，致使水土流失加剧等”的答案，还能够将土地与人力生产有机联系，

深入解析地理实践力的内容，从而可以发展地理实践力。 

总而言之，高中学生处于时刻备战高考的学习阶段，在此时培养地理实践力，不仅能够

感悟地理知识的魅力，提升学习兴趣，还能够塑造科学的学习方式，为高考成绩的提升奠定

坚实的基础。为此，教师在地理教学中可以运用科学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培养、发

展地理实践力，促进学生地理学习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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