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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理识记更轻松些

◎何天坤   
摘要：减负提质，虽是陈词，但不是滥调。对于地理教学，本文着力探讨了提高地理知识记的有效方法。文章认为，

提高地理识记能力，应该将地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寓教于自然，既让学生提高地理素养，又不让地理学习成为学生的负担，真

正在地理教学中彰显减负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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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系生活实际记地理

（一）将地理知识转换为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事物，利用形象记忆法，去识记地

理知识。心理学告诉我们，形象记忆力是

人脑中最能在深层次起作用的、最积极的、

也是最有潜力可挖的一种记忆力，是目前

最合乎的右脑运作模式的记忆法，	右脑

记忆的简单原理是“记忆就是一个东西和

另一个东西之间的联结”。因此训练形象

记忆力的关键是如何将抽象词语转化成具

体图像，并进行联结成为形象记忆。根据

这个原理，在我们的地理学科中，我们要

善于发挥想象能力，将一些地理知识，转

化为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事物，让地理

知识和学生的生活建立起相互联结，让学

生利用生活中的事物去记忆地理知识。

（二）利用谐音去识记地理，将一些

枯燥的地理知识，转换为我们生活中的一

些语言。谐音法来源于灯谜，是灯谜常用

的猜制法门之一。它主要是利用汉语同一

读音往往有多个形义不同的汉字的特点，

假借此字之声音、而指彼字之形义，从而

达到面底相扣之目的。在地理教学中，我

们要分析地理知识，找到其要点中哪些词

语与我们生活中的词语谐音，然后将其转

化，用学生生活中的语言去识记地理知识。

难记的知识，一旦变为我们的语言，记起

来就容易多了。

（三）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采用类

比记忆方法，实现地理知识记忆的举一反

三。采用类比记忆方法的实质，就是调动

学生的生活经验，利用生活经验去理解地

理知识，利用地理知识去解释生活经验，

实现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逻辑思维，从

而将地理知识和生活经验有机融合，从而

提高学生的识记能力。比如识记各种气候

的特点时，我们先让学生明白我们生活的

重庆是什么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那

这种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表现是什么，这种

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我国的分布情况咋样，

我们重庆为什么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我们

带领学生对此进行全面分析，领悟其中要

点。然后，学生将我们重庆和其他地方进

行比较，得出其他地方气候的特征。通过

这一举一反三的学习，气候板块的内容，

就会在学生脑海中根深蒂固，内化为学生

不易忘记的知识。

二、利用实践活动记地理

组织地理实践活动，充分解放学生的

眼、耳、鼻、口、手，充分解放学生的大脑，

让学生去实践，去探讨，去归纳，去理解，

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参悟地理知识，内化

地理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只有自己去实践，去活动，去

获取，得来的知识才会永驻脑海。这几年，

各学科推行研学旅行活动，确实是有效提

高学习效率的非常好的方法。

三、利用学科融合记地理

利用诗歌识记地理，实现学科间的融

合。学生对地理重视度不够，但对语文，

学生的重视度就高了，我们把地理中的一

些知识，捆绑到诗歌中去，让学生在学习

地理时，又运用了语文知识，一举两得。

四、利用游戏记地理

（一）在地理课中引进游戏，让学生

在游戏中识记地理。初中学生喜欢游戏，

这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经历，它

受学生身体发育、心理发育规律的作用，

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绕是肯定绕不过去

的。我们与其想方设法去堵，不如因势利

导去疏。我们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结合

地理知识开展一些游戏，把地理知识融入

游戏之中，既满足了学生的心理需求，又

很好地完成了地理的识记需要。比如地理

中，要识记并准确地辨认出我国 34 个省

级行政区域的版图，那是一个高难度的活

儿。于是，我们把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

域的版图做成纸片，组织学生在中国版图

上玩拼纸片的游戏，短短二十来分钟，学

生不但记住了这些省级行政区域的版图行

政，而且还清晰地记住了这些省级行政区

域在中国版图中的准确位置。

（二）利用地理知识编歌谣、编谜语。

歌谣节奏轻快，朗朗上口，能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

学习地理的积极性，给地理学习注入极大

的趣味性。总之，只要我们教师静下心来，

沉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了解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了解学生的喜好憎恶，同时对

我们要求学生识记的地理知识进行仔细分

析，恰当地把地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

联姻，把地理知识与学生的喜好憎恶结盟，

让地理知识的识记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那么，轻松提升学生的地理素养，有

效提高我们地理的教学效果，就是一件水

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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