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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能够将假设法合理地运用在高中地理教学当中，那么一定会使学生的问题分

析能力、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并且还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

本文将根据假设法在高中地理教学的一些案例，简要分析假设法中的验证假设法、情景假设

法和赋值假设法的应用策略，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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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假设法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常用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将某一变量设定在某种

情况、条件下，并以此作为进行推理、研究的根本。在日常的地理学科教学之中运用假设法，

能够完成对地理学科中自然学科属性和社会学科属性的研究，将会大大提升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

一、验证假设法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有很多题目是不能够用正向的思维解决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运用验

证假设法。先对题目中的已知条件进行总结，再根据学过的知识和自身经验做出假设，根据

这些得出结论，再用结论和已经知道的条件作对比。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就说明已经取得了

进展。例如此案例：“近地面的风的形成”，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复杂，对于学生来说理解

上也容易出现问题。此部分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理解地面风的形成过程，能够根据图表示出

近地面风的作用力和风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先为学生们提出几种假设，先向学生阐述

条件：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影响下，北半球的近地面风从高气压区域吹向低气压区域，再加

上受到了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出现向右偏移的状况。再提出假设，教师可以几个箭头模拟风

向，让学生根据假设，结合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思考，教师也要协助同学们，将错误的、经

不住推敲的假设一个一个的排除掉，最终得到能够成立的假设，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为：近

地面的风在三种力的作用之下，产生了风向与等压线是斜交的状况。运用验证假设法，先提

出有可能性存在的假设，再小心求证进行推理分析，使不可靠的假设被一一排除，最后留下

的能够成立的就是正确的，再根据这个正确的得出结论。这一方法的使用，有利于学生理解

地理学科之中的重难点，并对其更好的掌握，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帮助教师能够

解决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二、情景假设法

假设法的运用可能会使学生们过于重视理论上的假设，但是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现实之

中的实践。当进行地理知识学习时，遇到了复杂的知识，就可以运用情景假设法，先假设建



立出一个理想化的情景，然后再减少这个情景中的理想化部分，使其能够回到现实，从而达

到探究分析事物形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目的。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们学习“气压带和风带

的形成”知识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情景假设法在课堂上开展教学。首先这一部分知识的要求

是，能够正确地画出全球气压带、风带分布示意图，掌握并熟记气压带、风带的分布移动规

律和对气候的影响等。教师运用情景假设法，带领学生假设出一个理想化的状态，然后一点

一点地进行深入探究。例如，在理想状态下，地表状态全部为单一状态，太阳一年四季都直

射在赤道上，并且排除地转偏向力等带来的影响，这样的推理得出，位于赤道和极地之间存

在单圈环流。在此基础上，还是定于理想状态中，加入实际存在的地球自转现象，地球自转

这一部分是学生学过的知识，能够很好理解。再加入自转现象后，就产生了新变化，即形成

了副热带高气压带和极地低气压带，在地球上就出现了三圈环流的状态。再对情景假设进行

进一步的是现实化，在上面状态的基础上，加入公转现象，也就是太阳直射点不再只直射赤

道，而是实际中的季节移动，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是学生在之前学习过的。加入这一因素后，

可以推断出气压带、风带在各季节当中的移动规律，并根据地图，向学生们解释为什么有的

地方会受到多个气压带和风带交替控制，而有部分地方就受到单一气压带和风带控制。再进

行现实化，就是加入地球上的地表差异，教师可以一块具有明显地表差异的区域作为示例，

为学生们讲解，如何形成的季风环流。这样的方法，运用在具有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地理知识

当中，教师能够带领学生慢慢地进行分析，由浅入深，符合学生们学习知识的规律，如果从

一开始就综合所有因素，一股脑地进行讲解，学生很可能会难以理解，但是，情景假设法的

运用就可以帮助学生系统、详细地掌握知识，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三、赋值假设法

在地理科目的测试之中，会多次出现一类题目，即地理统计图表题目，这类题目对于学

生来说有些困难，因为大部分学生不具备能够从地理统计图表中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很

容易丧失掉大量的分数。所以，教师要运用赋值假设法教会学生分析出蕴含在地理数据概念

之中的数量关系。例如，当学生碰到带有具体数值的图标题目时，可以先让学生们假设出几

种可能的数值，然后将这几种数值一一带入到题目当中，在分析这些数值按照在题目中的运

用，分别能够代表什么具体内容，根据所学的知识，得出这些数值运用在题目中的可能性，

逐渐理清题目中已知的条件和所求信息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找出正确的答案。赋值假设法的

运用能够使学生提升抽象思维能力，更好地分析出地理数据。它的应用空间是非常广泛的，

例如运用在人口增长率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这一课题时效果显著。

结束语



综上所述，假设法应用在高中地理教学中会有显著的效果，有效地使学生的综合思维素

养得到提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使用假设法教学，要根据制定的教学目标并结合本班

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摸索和创新，以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效果，为我国地理科研领域培养

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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