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趣是教学过程的强大动力，是促成教学成

功的基本要素。兴趣的培养与教学成功互为因果。

兴趣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在学生对学习知识的心

理需要反复产生，并不断获得满足中逐步形成和

发展的，只有成功的教学过程才能不断激发学生

对具体目标的学习需要，又不断地满足这种需要，

使学生对知识本身、对学习活动成功后的喜悦感、

自豪感产生稳定的需要，形成稳定的学习兴趣，学

生是学习主体，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教学过程得以

运行的根本原因之—。学习兴趣与学习活动本身

相联系，是各种动机中最直接、最活跃、最稳定的

动机，它使学生兴致勃勃、积极主动、紧张而愉快

地投入学习。学生的积极状态又反作用于教师，激

励教师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成功的教学

过程不断地培养、发展着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

学习兴趣的形成与发展又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效

率，增强教学的效果，促成教学过程的成功，使教

学过程进入良性循环。下面就谈谈地理课兴趣培

养问题。

一、影响地理学习兴趣的因素

地理学科研究的对象———地理环境的时空广

大性、多要素综合性，这是地理学科最基本的特

征。宏观的地理事物丰富多彩，令人神往，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多要素的交叉联系引人入胜。人生活

在地理环境之中，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全面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每个学生都

容易体验到的需要。因此，地理课的内容是最令人

感兴趣的，但是宏观广大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学

生难以成功的感知、理解和记忆，从而使地理课成

为一门较难学难教的课程，形成了地理培养学生

兴趣的困难性特点。因此，地理课在学生兴趣的培

养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同时又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我们只有充分发掘地理知识本身的高度趣味性，

并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才能实现学

习兴趣的培养。

兴趣在成功的教学过程中形成，教学系统中

的教材、学生、教师、设施又是影响学习兴趣的四

个基本因素：

（ 一）教学内容是地理学习兴趣的源泉

地理感性知识鲜明地体现着地理兴趣培养的

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的广大性，直接观察必须走出

教室，大量的间接感知又须借助特定的教学手段、

地图和教师、教材的直观性描述，以形成再造表

象。正是由于感知困难，才使地理事物总是显得那

样新奇、生动。

地理感性知识是兴趣源泉，它即是地理知识

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获得理性知识的基础，满足

了学生感知的需要，就在培养兴趣的道路上迈出

了有力的第一步，并且往往由此直接产生探究理

性认识的需要，因此，感知教学对于兴趣培养乃至

整个教学成败至关重要。

地理理性知识以综合性为特点，蕴藏着地理

环境中形形色色的奥秘，对其趣味性的体验在于

进行成功的思考。地理概念是概括而来的，区域特

征是比较而来的，规律和成因是分析综合而来的。

如果要求学生在思考失败的情况下去死记硬背结

论，势必抑制兴趣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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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在知识教学中的能力培养与思想教育，能

使学生经常获得能力增强的体验，不断感受思想感

情以外的丰富与满足，从而推动着学习兴趣的发

展。

（ 二）学生是兴趣发展的主体

学生是学习兴趣发生的主体，兴趣培养必须遵

循学生发展的规律。

!"学生对于 自 己“最 近 发 展 区 ”的 知 识 最 感 兴

趣，因为用力跳才够得着的果子不仅使他体验到需

要，而且能使其体验到成功的可能，从而产生跃跃

欲试的兴奋，获得果然成功的快乐。

学生的知识、能力基础是我们确定其“最近发

展区”的依据，如果不了解，不顾及学生的基础，盲

目地照本宣讲，就往往要在教学失败的同时打击学

生的兴趣。

不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存在着差异：基础不

同，形成兴趣的兴奋点也不同。如有的学生兴奋点

在课内知识向课外的延伸上，有的学生则在努力获

得了及格分数后，高兴得跳起来。承认并照顾到这

种差别，才能使不同水平的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学

习。

#"学生掌握着学习兴趣的主动权。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学习的成功归根结底要靠学习者自己对学

习活动的主动调节。学生需要阅读检索，独立思考，

相互议沦，向教师质疑，发表见解等主动方式的学

习活动，这些活动能使学生感到自己能力的意义。

$"学生对地理野外观察、地理观察、参观访问等

室外活动感兴趣，这是由他们的年龄特征决定的。

%"过重的负担抑制学习兴趣，它使学生把地理

课与疲劳、烦燥联系在一起。

&"地理学习的反复失败，能引起学生对地理课

的厌恶，会使学生把地理课枯燥的死记硬背与糟糕

的成绩联系在一起。

（三）教师是兴趣培养的主导因素

教师即是学习活动的领导者、控制者，又是知

识信息的提供者。教学内容靠教师去发掘、驾驭；学

生靠教师去了解、诱导。教师掌握着激发和满足学

习需要的手段，因此教师作用的发挥是学生兴趣的

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条件。

二、培养地理学习兴趣的方法

学生对具体学习目标的认识需要，在问题的情

境中被激发，在成功的情景中获得满足，以及教师

创设问题的情境，继而创设成功的情境是兴趣培养

的基本方法。

（ 一）为学生创设问题的情境

所谓“问题”是指学生迫切希望获得解答的关于

教学内容的疑问。

!"精心设计并上绪论课。要通过一系列有趣的

问题，使学生概括地了解地理课的教学内容，造成一

个覆盖着整个地理课的总的地理情境。

#"不断用有趣的问题为教学过程开路，创设覆

盖每一章、每一节，特别是每一个具体课题的问题情

境。

$"经常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鼓励学生提出

问题，把创设问题情境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引导学生

自己发现问题，不仅为教师提供宝贵的教学反馈，为

教学提供更加切实的问题情境，而且是对学生更高

层次的兴趣培养，能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意识与能力，是学生进行自我兴趣培养的有效

途径。

%"创设讨论、争论的情景，是一种由论题和对同

学发言的评价共同构成的问题情景，能造成紧张而

又热烈的学习气氛。不过，只有比较复杂，学生普遍

能投入思考，两个人智力又难以胜任的问题，才有必

要和可能进行讨论。

&"作业活动的内容形式要新颖，尽量用有实践

意义的地理应用题来代替机械记忆题。

（ 二）为学生创设成功的情境

成功的情境，是学生成功地学习，使他们的好奇

心与学习愿望获得满足，从而体验到认识活动力的

快乐的情境。

!"下功夫搞好感性知识教学。感性知识既是问

题情境的基础，又是成功情感的基础。为了使学生直

接、间接地感知到全部所学地理事物，要进行多方面

的努力，要有计划地开展课外教学。

#"教给学生学习地理的方法。

$"抓好“双基”。“双基”主要指在以后的学习中

要反复运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它们是进一步

成功地学习的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学习的主动权。

&"要使学生及时了解学习的效果，得到及时的

信息反馈，同时要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考

核出题要考虑让好学生考出水平，让努力掌握了最

基本内容的差生得到及格以上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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