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纬度高形成独特气候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作为区域差 异

或区域特征 的重要标志
,

这样的信号
,

有利于学生跟着

小

教师的思路分析问题
。

�
、

因果关系式
�

把地理事物发展 的顺序和 因果关系设计成信号联

系 网
,

通过 它使学生对地理事象得到较为清晰的理 解

和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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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二 !

如图表  二 ! 地壳物质循环 示意图
,

就是把课本土

的文字
,

图示进行了进 一步的联系
,

使知识 结构框架更

加明显
,

若引导学生来填绘此 图表
,

可培养学生的概括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

∀
、

分析综合式
�

通过 分析构成某一地理 事物 的要

素在相 关的其它要 素影 响下 的变化分布情况
,

推导出

该地理 事物的总体特征
。

如 图表  三 !
�

#
、

结构顺序 法
�

把地理 辛物的大小
、

从属
、

包容等关系按照某种 顺

序排列起来
,

易于 引发联想和记忆
。

如下 图
�

月球

地月系

地 球 太 阳系

银河系

其它行星系统

其它恒星 系统 总星系

河外星系

图表  四 !

∃
、

动态联系式
�

把相关地理事物之 间的外部联系
,

作用方式
、

空间

变化等用带箭头的线表示出来 以便使学生理 解事物动

态变化 的原 因
。

比如在讲完
“
大气的热状况

”
后

,

可 以设让图表

 五 !
,

用以表示大气对太 阳辐射的削弱作用
,

也表示大

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
。

削弱作用  反射
、

散射
、

吸收!

% &

太阳 大阳辐射 地面 大气 大气辐射 宇宙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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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辐射  保温 作用 !

图表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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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式
�

且精练 的词句对新授 内容进行 归纳
、

概括
,

找出知

识 的结构和工 线
,

以达到及 时系统巩 固
、

强化 重点
、

明

确关系
、

牵引 主线 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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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表  三 !

学习某一地 区 的气候特征和成因时
,

按照 以土 思

路 只要找出该地影响气温 和降水的主导因素并加 以 分

析
,

就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

无 须对结论去死记硬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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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六 !

如在讲 《地 壳运动》一节时
,

教师可引导学生将所

学内容用结构式概括成
“

纲要信号
”
的形式

,

利于分析

记忆
。

正 如一位教育家所说的那样
� “
最佳 的记忆不是别

的
,

而是一 种组织得很好的知识体系
” .

因此
,

在地理

教学中运用
“
纲要信号

”
法

,

通过简明的信息符号或文

字建立起科学的知 识结构
,

由
“
知识 点

”
连成

“
知识

线
” ,

进而结成
“
知识网

” ,

有利于 学习系统的地理知识
,

培养综合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