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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起于思，思源于疑

地理组 宋凯凯

各位老师早上好！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古人说：“学贵

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这句话深刻

点明了问题启发对于学生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加强用问题来引领学生

建构有意义的学习。在我区“结构化、情境化、问题化”的深度教学模式倡导下，我的课堂

正努力向这一目标迈进。就拿本次青年教师赛课课题《聚落》来说，我的课堂也在不断探索

和实践着问题式教学。

问题式教学的基础是设计问题，而问题的设计需要教师首先深入理解课题的内在逻辑、

学科的思想方法以及知识的教育价值。因此，我在备课的时候，首先思考了这样几个问题：

1、《聚落与环境》这一节，它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的学习认知都

是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开始的。因此，经过开课前几天的思考，我初步设计了

这样的几个问题：①什么是聚落？（利用小篆的象形理解展开，点出要点——是人类的聚居

地。同时也从象形理解中稍稍扩展出一些其他内容：在聚落里是会有生产活动的、聚落的布

局也是需要考虑一些地理环境条件的，这为后续学习做铺垫）；②人们最初为什么要聚居形

成聚落？（这是我在备课过程中自己的一个疑问。即聚落为什么会产生？每一个人都单独生

活难到不好吗？期间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其实答案比较简单，学生也能够说得出来一二，虽

然书上没有提到，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学生思考一下，这是学习聚落的“先行拷问”）；③

既然要聚居，猜想一下，人们最初会选择什么样环境的地区进行聚居？（从而引出我们这节

课的主题重点——聚落与环境。而且既然刚刚提的问题是“最初”，那么我也找了一些历史

资料供学生学习和分析，材料既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体现出世界各地聚落选择环境时的共

性因素。学生在不同案例的学习分析中，再来归纳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有利条件，就比较容易

了。当然结合现实情况，也要考虑人文环境的影响，因此需要稍加补充宗教、政策、文化等

因素影响聚落分布的案例）；④不同的自然环境，聚落会表现出哪些方面的不同？（承转上

部分内容，聚落的选择会考虑很多自然环境因素，那自然环境对聚落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体现双向联系，并引出自然环境会影响聚落的分布、形态和建筑外貌等。其中重点通过合作

探究、视频讲解来认识民居建筑需要适应自然环境，体现因地制宜的理念）；⑤随着时代的

发展，出现了城市聚落。城与乡之间有哪些差别？（分析不同聚落的差异，描述城乡之间的

差别，体现城乡之间各有利弊的态度）；⑥城乡内部，有没有差别？（明确城乡的不同主要

是产业活动的不同，根据主要从事产业的差异，城乡内部还可以进行细分，体现出区域结构

的层次性）；⑦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乡村和城市有没有差距？（理解经济发展方面，城乡

差距确实存在。并通过三个小问题在引向深入：1°.你知道我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来缓解

乡村的“空心化”现象？凸显国家和政府的努力；2°、乡村振兴，是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

市？凸显区域文化的重要性；3°、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拆除一切古旧建

筑？凸显聚落的文化价值，以及聚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引入下节课的学习做铺垫。）

总体来说，是循着学生认识事物的过程，通过问题链启发的方法，达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并在板书设计上也体现了这样的设计结构。

2、这节课体现了哪方面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以及，学生为什么要学这一部分内容？

它的育人价值在哪里？即学科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的育人价值。通过备课时前面这些问题的梳

理，实际上我已经对这部分所对应的地理核心素养有了一定的认识，那就是这节课里深深烙

印着的人地协调观。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最核心的研究内容，人地协调观是指人们对人类与地

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秉承的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人地观念既是分析和解决各种地理问题必须



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为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提供了有效地途径和方法。这聚落这节课中，我

们将人类活动的一些现象和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思考，体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多个方面，如分布、形态及传统民居风格等。

为什么聚落多分布在中低纬度沿海地区？为什么这里的聚落规模大，那里的聚落规模小？为

什么这里的聚落呈团块状，那里的聚落呈条带状？为什么这里的传统民居墙厚窗小，而那里

的民居却墙高壁薄？学生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用已有的知识解决问题，从而感悟到这些

都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利于形成正确的人地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更进一步思考这节课的教育价值，可以发现本节内容不仅可以促进学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还可以促进他们认真体悟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内心自我的关系，领悟人与人之间应该尊重

和欣赏差异和个性，学会自处及与他人和谐相处，即秉持正确的环境观和生命观。

当然，有收获也有遗憾。本节课应如何优化问题的设计和呈现，使知识内容更富有深度

和内涵？本节课的逻辑结构是否清晰和科学，能否在板书设计上更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本节

课指向学习条件的情境化策略是否多样和丰富，可不可以提供与课题相关的一些真实情境下

的真实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建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建议李老师上次在督导期间听

《工业》这节课之后也提出来过，我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上应当更加注意。

之后，我也认真学习观摩了其他三位优秀老师的同课异构课堂。我的最深感悟是，一堂

课，真的可以上出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且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刘老师的课如山间清泉，

娓娓而叙，清新怡人，一颦一笑给学生鼓励和温暖，一个个探究活动带领学生探疑启智；侯

老师的课结构设计巧妙，也极富语言魅力，自带高中老师独特的严谨稳重风范，结构清晰明

了，重难点突出。孔老师的课堂幽默风趣，轻松愉悦，学生在欢声笑语中自由地思考和分享，

凸显出教师生本的理念，闪耀着学生智慧的光芒。

可以说，我是一个幸福者。第一，我是唯一一个可以观摩学习三位老师课堂风采的选手，

在他们的课堂中，我看到了很多我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二，学校提供了让我们展示

和发展的平台，还邀请到了市学科带头人，我的师傅朱玲老师，给予我们亲临指导。朱老师

是我们景仰的大师，在师徒结对的过程中，我就向她学到了很多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今天

再次可以得到指点和学习，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第三，在这一过程中，我又深入认识和实

践了区里倡导的“结构化、情境化、问题化”的课堂模式，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如果每

一节课能有所反思、启迪和进步，这是幸福的。最后，身为师者是幸福的，能带领学生在真

实的生活中、真实的问题里，思考探疑、分享交流，直至恍然大悟，是幸福的。

我愿在这条幸福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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