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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利用问题式教学法加强学生的核心素养呢？这是近年来高中地理实施新课改

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来看：运用问题式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有很

大帮助。接下来，我们以此为切入点，对其展开全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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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问题式教学法的概念是指：在课堂活动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教学大纲创

设问题情境，通过提问、回答等方法开展高效的课堂活动的一种教学模式。接下来，笔者以

高中地理教学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一、问题式教学法与高中地理课堂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问题式教学法具备较强的实践性与有效性。一方面，该教学方法能

够大大提高学生的关注度，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高中地理学课与日常生活等相

贴近，通过问题教学法的引导能够为问题预设提供大量的参考资料，便于学生从中找到解题

的技巧与规律。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高中地理知识来说，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采用

问题式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引导学生深入探析不同地理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问题式教学法与地理核心素养

按照核心素养的概念来看，其是指：满足个人终身发展、社会发展等所需的“重要”品

格和“核心”能力，是全体学生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素养。由此来看，地理核心素

养可以划分成四大内容：地理思维、地理技能、地理品质、地理情感。

问题式教学法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主体，运用启发、情境等教学方法开展课堂活动。不但

注重学生的文化素养的培养，而且还注重学生学习能力、良好品质等方面的培养，与地理核

心素养的培养方向相一致。

三、问题式教学法对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现实价值

（一）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问题式教学法通过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探索，构设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活动，对加强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有很大帮助的。

（二）增强学生集体精神

问题式教学法并非只包括“一对一”的师生互动，而且还包括教师提问、学生集体讨论



等方法，在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能力、团队精神等方面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三）加强学生的人文情怀

问题式教学法在提问的过程中，是能够按照教师的想法进行自由调整的。根据高中地理

教材中的知识点来看，能够将“人本主义”与“爱国主义”等资源高效地挖掘与整合，以便

于加强学生的情感素养与良好品质。

（四）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实践能力

问题式教学法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对促进学生的个体化、人性化、多样化发展等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强化学生的潜能开发、加强创新实践能力等是有很大帮助的，并且

和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内容相吻合。

（五）促进教师的综合素养发展

问题式教学法具备较强的互动性、交流性等特点，能够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增强

教师的学科素养、文化水平提升等具有显著作用[1]。

四、问题式教学培养地理核心素养的实践策略

（一）导入问题，创设问题情境

在高中地理核心素养中，其比较看重学生的自主能力发展。对此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需

要选择一个“形象”、“生动”的问题进行探讨，培养学生的思考热情，创设一个相对自由、

开放的问题情境对促进课堂活动的有效推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人教版高一《地

貌观察》教学中，教师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大家认为青藏高原是一个怎样的地貌呢？利用

这一问题的引导，强化学生的记忆思维，鼓励学生深入探索。

（二）合作探究，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高中地理教师在为学生提问的时候，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合作的方式寻找问题的答案，这

对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信息整合、搜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全局意识、

自主学习能力等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根据上一个问题展开探讨，教师的教学流程包括：①

教师为学生提前准备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地理环境、风俗文化等相关的素材，利用创设问

题情境的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②明确组内分工，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合，并

寻找问题的答案；③利用组内自评、组间互评等方法得出结论，再由教师进行统一点评，明

确课堂教学的重难点。

在课堂上，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收集资料、查阅地图，并通过集体交流、问题探索等寻

找答案。青藏地区的相关知识点需要交给学生进行自主整理，在此期间，不但能够让学生掌

握了相关知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促使学生具备更强的团队意识，整个课堂活



动非常的活跃、高效，为提高教学效率提供了新思路、新观点。

（三）实施对话问答模式，加强学生的人文情怀

在高中地理核心素养中，“人文情怀”是一个重要的培养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利

用对话式问题等方式引导学生融入到课堂环境中，增强学生的参与热情，激发学生的地理情

感。例如在“阿联酋造山引雨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的导入中，教师向大家询问：假如你是地

方政府人员，你觉得这一方案是否可行呢？学生在回答问题之前，需了解到阿联酋地区的气

候特点、地理形态等，然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解析，顿时课堂氛围会异常的活跃和积极。

（四）导入教学实践环节，促使学生知识延伸

高中地理知识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导入实践环节，

以便于拓展学生的思维，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很大

帮助的。对此，利用实践环节的过程，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促使学生的学习得到延伸。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高中地理核心素养培养而言，并非完全依靠某一个教学模式，也并非完

全局限于课堂中，问题式教学法的应用需要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相吻合，所以，高中地

理教师一定要与时俱进的发展，在加强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的过程中，一定要永无止境的创

新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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