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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学法指导

恭喜同学们考入省实验中学，今天起你们就是高中学生了，高中的学习方法和初中有很大的不

同。地理是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开天辟地之初，大自然就在不知疲倦地塑造着地球的沧海桑田，

也带给了古老的人类无穷的好奇与想象。忽忽数十个世纪，人类一直在感受着自然造物的神奇，并

通过人与自然的往来交流中，地理学不断被拓展出新的意义与内涵。时至今日，地理事物与现象变

成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不仅仅局限于经典意义上的山川面貌、星辰运行等自然地理的内容，

而且更多地融入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旅游等人文层面的印记。由此延伸，进而折射出社会

风貌真实的投影。上至宇宙空间，下到地球内部，还有我们生活的人类社会，这些都是地理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都属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地理学还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地理与人们的生活密切

相关，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观察到许多有趣的地理现象，在生活中学到许多有用的地理知识。不仅如

此，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中还需要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

展等问题起着重要作用。

既然地理如此重要，我们怎样才能学好地理呢？首先，我们得明确高中地理学习有三部分内容：

区域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下面就这三部分内容的学习方法作以介绍。

一、区域地理的学习方法

区域地理的学习主要借助地图，地图是学地理的工具，区域地理（大洲或国家）：位置范围、人

口、地形、气候、河湖、资源、工农业、交通、城市等内容的获得，需要借助地图来完成。所以要

学会看图、用图。

二、自然地理的学习方法

高中地理中的自然地理学习时应该采用偏重理科的学习方法，强调理解重于记忆，以会用为目

的，侧重于对地理原理、地理规律的理解运用，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平时还应多做练习，重视

解题思路，特别要多画图，以加深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

第一、抓“概念”重“消化”。在学习地理时，要重视概念的学习，要对所有的地理概念消化、

理解、吸收，不留夹生饭。只有概念清楚了，判断、推理问题才能正确无误。要把那些特别容易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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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的概念罗列出来，一一对比其差异，诸如：天体、天球；恒星日、太阳日；时区、区时等。当然，

概念学习不是孤立的，要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

第二、抓“原理”重“理解”。从基础知识抓起，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过“地理原理”关。

如：气温与气压的关系；海陆热力差异形成的季风与季风气候；生态平衡的条件等。掌握了这些原

理、法则和规律，分析事物就有了说服力做就能做到举一反三，寻找同类地理事物的一般特点和规

律。

第三、总结和归纳，掌握地理学习的规律。将知识整理归纳形成主干，构建自己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是指用联系的方法来表达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思想和理论等，是把隐性的知识显性化、可

视化，便于思考、交流与表达。它是由节点、连线组成的知识网络图，其中节点表示概念，连线表

示概念之间的联系，用节点和连线组成的网络知识结构表示某一个主题及其层次。

三、人文地理的学习方法

所谓人文地理主要指必修二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与自然地理的学习有较大的差异，它所

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社会生产活动，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各社会生产部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

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人类目前面临的怎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的角度多因素的分析各社会

生产部门布局的合理性、科学性，这部分可能与政治课的内容有较多的联系，同学们应该把政治课

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地理学习上来。

我们以《农业的区位选择》为例，谈谈怎样学习人文地理。

① 怎样预习

对于人文地理应怎样预习呢？首先要确定预习的几个主要环节。

第一，将教材浏览一遍，抓住基本概念重点理解。本部分教材的基本概念主要有：区位、自然

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三个。先看教材的经典解释，再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重述，试着延伸其外延。

如区位，教材上说“区位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该事物的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

空间联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问自己：“该事物的位置”是指什么位置？是自然地理位置？还是经

济地理位置？还是兼而有之？设想，农业的发展能离开自然地理条件或是经济条件吗？显然，农作

物的生长需要适合的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条件，收获的农产品要实现其商品的价值必需通过市

场来进行，而实现的程度（即能卖多少钱）又显然受到运输条件、价格、税收政策等的影响，因此，

这里讲的位置决不仅是经纬度位置，而应包括自然、经济因素在内的位置。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区

位，实际上是指某事物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位置。农业有区位，工业有吗？城市有吗？学校有

吗？显然都有。这就是对区位这个概念外延的拓展理解。这样，将来学习工业、交通、城市等章节

时，区位这个概念就不再需要重点去学习了。

第二，抓住重点的基本原理去思考、理解。本部分教材中需要思考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农业区

位因素中哪些是自然因素、哪些是社会经济因素？哪个具体区位因素决定了农业区位选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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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哪些区位因素则决定了这种区位选择的可能性？哪些区位因素是动态可变的？这种可变性是否

是有条件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尽可能的在教材和配套的地图册中寻找答案。然后结合前面所

学知识自己提出一些问题问自己。如蔬菜基地的区位选择在交通发达的国家与交通不发达的国家是

否有不同？为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中有些不能找到答案，就把问题带到课堂上去听讲。

第三， 尝试做课后练习----《课时训练》，把在练习中遇到的难题带到课堂上去解决。这样做，

似乎很费时间，但只要你坚持做一段时间，你的听课效率将惊人地提高，你的课后作业所需要的时

间将比你原先预计的要少得多，学习就会变得有意思，兴趣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地你将只需做预习

工作而无须做复习工作，这将是你学习的最高境界。

② 怎样听课

经过充分的预习，你进入课堂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来听课的，一节课 40 分钟中，你只需要集

中精力听教师讲解你所带来的问题，参与同学讨论你所困惑的问题，听课效率必然大大提高。上课

做笔记，关键是记下教师讲解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时与你预习时的思考中不一致的东西，或是你感

觉没有预习到的东西；记下教师或同学提出的你认为对你有价值的东西。千万不要去抄教师黑板上

的大一小 1 等无用的信息，要知道，教师写的那些板书提纲主要目的是告诉同学我现在讲到哪里了，

别无他的价值。

要注意记下教师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设计的板画。最后，给你一个建议，课堂笔记是供自己学

习用的辅助材料，不是供展览用的作业，因此课堂笔记不求工整只求准确快速。

③怎样阅读教材

除了按上述预习方法阅读教材外，还应注意阅读教材中的各种插图和配套地图册中的各种图表，

因为许多地理概念、原理是用地图语言来表达的。例如，地图册 P6 中的《主要农作物生理活动的基

本温度范围》将使我们加深自然区位因素对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上海郊区农业分布与市场的关

系》将加深我们对各种农业部门的区位选择的理解，这些图表既直观又具体，千万不可忽视。

④ 怎样做练习

少做练习多思考是做练习的重要原则。有的同学学习地理热情很高，到处收罗了很多练习来做，

认为多做几题将来就能考得更好。其实不然，我们主张题目不在于多做，而在于多思考。即每做一

道题，都想想为什么这样做？还有没有别的做法？如果题目的条件改一下，该怎样做？这就是反思。

我们应逐步养成反思的良好学习习惯。

希望我今天的学法介绍能对同学们有所帮助，我深切地期待着同学们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有

一个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