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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复习策略的实践探究 

   ——以初中“地球的运动”复习为例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王淑珍 

 

摘要：本文以初中地理“地球的运动”一章专题复习课为例，探讨初中地

理复习策略。复习课的教学不应是基础知识的简单重复再现，也不应是以练代

讲的习题测验，而应该是通过课堂的讲练结合，培养学生进行知识梳理、归类

的能力，形成知识网络，同时，培养学生科学的地理思维能力和学科学习能

力，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培养，达到较好的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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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它不是“炒冷饭”的代名词，也不是以练代讲的习题课，而

应是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网络，既有点的知识，又有面的综合，使知识系统

全面，学生得以融会贯通。复习课还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又一个好机会，学

习能力得到提高、加强，养成学生科学的地理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能力，达

到较好的复习效果。本文以初中地理“地球的运动”专题复习课为例，探

讨初中地理的复习策略。 

 

一、学情现状背景分析 

六、七年级的地理知识内容多，时间紧，既要全面复习，又要真题训练，

还要注重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地理教学课时安排紧张，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复

习，因此在章节学习结束或在每年上海市初中地理学业考前，本人都会带领学

生进行章节复习或专题复习。  

目前学校一个自然班的学生人数普遍在 40人左右，而且同学间差异大，这

种差异不单单表现在各科成绩上的差异，更多的是学习力的差异。如何在复习

阶段充分的提高复习效率，提升学生的整体复习效果，养成学生自我整理、归

纳能力，学会分析、审题等能力，成为每位初中地理教师面临的共同话题。 

 

二、教材分析 

《地球的运动》单元是沪教版六年级第二学期第一章节的内容，核心内容

是地球形状、地球自转和地球公转，也是沪教版高中地理《地球的运动》单元

学习的基础。地球的自转与昼夜交替、地球的公转与五带和四季既是教学重点

又是教学难点，学生难以理解，通过专题复习以期达成复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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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中地理复习策略实践探究过程 

（一）教材整合，以思维导图形式构建知识网络 

初中地理沪教版教材分为《世界地理》上下册、《中国地理》上下

册、《上海市乡土地理》五本。基于七年级学生的学情基础和认知规律，

以及学业考试的考核目标与要求，结合复习目标和现状，对六七年级教材

内容进行整合，以专题形式进行单元知识统整，归纳总结，综合梳理，构

建完整的地理知识网络体系。如在《气候》专题复习时，把中国的气候类

型分布融入世界的气候类型分布图中，绘制分析气温变化曲线图和降水量

柱状图，通过读图、析图，综合分析气温、降水的分布特征等等。 

通过专题归纳整合，培养学生理清知识脉络，掌握规律，使地理知识

系统化，利于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的养成。《地球的运动》独立成章，复习

时和《国家地理》、《区域地理》篇相结合，落实《上海市初中地理学科教

学基本要求》中提出的“利用地图判断某地区所处五带中的位置及举例说

明自转和公转产生的地理现象以及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影响”目标要求。 

（二）讲练结合，问题设计层层递进 

学业会考是针对六、七年级知识综合考查，学生对已学基础知识，因

时间久，部分知识已遗忘，针对这一共性，在复习阶段对各单元的知识要

点进行梳理，同时应注重基础知识的过关，并通过采取一些必要的练习来

巩固和增强复习效果。在复习过程中，还要抓住重点，加深理解，反对面

面俱到，遵循精讲多思的原则。 

例如在进行《地球的运动》专题复习时，时差计算一直是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课堂练习题目设计要有层次。教会学生根据相差几个时区就相差

几个小时，列方程：甲区时-乙区时=甲时区-乙时区。 

练习 1：已知北京时间为 5 月 9 日 8：00，那么东二区为何时？  

练习 2：已知巴西利亚（西三区）时间为 4 月 30 日下午 3：00，那么

悉尼（东十区）为何时？  

练习 3：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正在进行中，勇士队对火箭队于

北京时间 2019 年 5 月 11 日 10:00 开赛，那么在纽约（西五区）收看直播

是什么时候？ 

练习 4：已知东 12 区为 2019 年 5 月 9 日 17：00，求西 12 区的时

间。 

四道题目中，前三道题的设置从日期在同一天、日期加一天、日期减

一天的求算，第四题的设计能够利用国际日期变更线，又避免了学生的思

维定式。通过反复练习学生掌握了换算区时的重点和难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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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归纳，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事半功倍 

在初中地理学习过程中，会学到不同的地理分界线、等值线等，在复习阶

段带领学生进行归类整理，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共同讨论和归纳梳理，

既有点的知识，又有面的综合，使知识系统化，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发

散性思维培养，使学生归纳能力得到提高、加强，有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

和锻炼学生的智力。  

例如：在《地球的运动》活动中，学生两人一组运用图 1“五条特殊纬

线和昼夜半球图”的两张薄膜图片，进行叠加，旋转，使太阳直射点在南

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观察现象并完成表格 1。 

 

 

 

 

 

 

 

表 1  待填表格 

节气 春分日 夏至日 秋分日 冬至日 

日期 3 月 21 日前后 6 月 22 日前后 9 月 23 日前后 12 月 22 日前后 

太阳直射点 
赤道（0°纬

线） 
  

南回归线 

（23.5°S 纬

线） 
正午太阳高度角

随纬度变化 

从赤道向南北方

向递减 

从北回归线向

南北方向递减 
  

赤道上昼夜长短    昼夜等长 

北半球昼夜长短  昼最长夜最短   

南半球昼夜长短   昼夜等长  

完成表 1 填空后，内容还是比较杂乱，因此需进行逐步归类，可以进

一步简化，见表 2： 

表 2  归类后的表格 

节气 春分日/秋分日 夏至日 冬至日 

日期 3 月 21 日/9 月 23 日 6 月 22 日 12 月 22 日 

直射点 
赤道 

（0°纬线） 

北回归线 

（23.5°N 纬线） 

南回归线 

（23.5°S 纬线） 

正午太阳高度角随纬

度变化 
从阳光直射点所在的纬线向南北方向递减 

赤道上昼夜长短 

昼夜等长 

昼夜等长 

北半球昼夜长短 昼最长夜最短 昼最短夜最长 

南半球昼夜长短 昼最短夜最长 昼最长夜最短 

图 1  五条特殊纬线和昼夜半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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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灵活运用各类图表，提高读图、析图能力 

地图和图表不仅是学习地理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是地理知识的重要

载体，纵观上海课改以来的学业考卷，不难发现读图题占有重要地位，平

常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掌握观察地理事物的方法，逐步发展对地理图像和

地理事物的理解、想象、分析等能力和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复习

课上强化学生图文转换、图图转换、地图叠加、看图说话、读图填图，训

练学生提高对各类图表的阅读分析能力，有助于巩固所学的地理知识，提

高学习效率和地理技能。  

在学习《地球的运动》章节后安排学生在中午 12 时测得定长的木棍

的投影长度，表 3 为一年中木棍投影长度的数据节选（阴雨天除外）。 

表格 3  定长木棍在地上的投影长度 

日期 3.22 4.18 5.17 6.12 9.26 11.9 12.6 12.13 

影子长度

(cm) 
20 11 7 3.5 19.1 33 44.2 44.8 

经过亲自动手实践测量，学生对影子长短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沪 2013 年的学业考题中“甲、乙两

图中，属于冬至日太阳光照情况的是      

图，室内单位面积获得太阳光热较多

的是    图。”一题，学生完成情况

优良。 

 

（五）认真读题，理清概念，做到仔细审题不遗漏 

每一次的真题卷测验后，认真分析学生的各题得失分情况，找出学生失分点

较多之处，发现有很多学生失分的原因不是地理知识没掌握，而是因为审题不清，

题意没看懂，错误作答，还有因为字写错、漏做题而失分；有的是因为混淆一些

地理概念而答非所问。例如“地形类型和地形区”、“五带和温度带”、“行政

中心和行政单位”等等；其它类似代号写名称、名称写为代号等等低级错误也屡

见不鲜。 

例：（2013年沪初中学业考题）用箭头在图 3“地球

公转示意图”中标出地球的公转方向。此题有许多学生

因漏做而失分。 

例：（2016沪初中学业考题）从地形类型看，雅万

高铁以及规划高铁的路线多经过爪哇岛的     地区。     

许多学生对题目所示前提条件“地形类型”熟视无睹。

讲评卷子后再让学生总结反思个人不足之处，避免下次再次失分。 

图 2  太阳光照图 

图 3  地球公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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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注时事热点，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近几年的学业考试卷，发现试卷命题紧密结合社会新闻热点，内

容新，时效强，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学科核心素

养。因此在复习课时培养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学会用地理的

眼光观察，用地理思维方式思考、分析、解决问题。 

例：（2018 年沪学业考题）下列到南极旅游的最佳时间是…………（   ）  

A．寒假期间      B．暑假期间    C．“五一”前后     D．“十一”前后 

 

四、地理复习策略的实践探究效果 

通过专题归纳整合，培养学生理清知识脉络，掌握规律，使地理知识

系统化，利于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的养成，学会解决实际问题。 

比对近三年的学业会考成绩，发现在学科核心素养引领下，实施初中

地理复习策略的实验班级和没有实施该复习策略的班级对照比较，发现学

生的会考成绩差异明显（图 4）。 

 

 

 

 

 

 

 

 

 

总之，在地理复习过程中不仅落实知识归纳梳理，成体系化；还要关

注学生之间的差异，因人而异，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思维，把教学与研究

融为一体，提升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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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校近三年学业考班级平均分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