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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学中，教师需要激发学生对于地理探究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地理思

维以及实践能力。本文先对结构不良问题进行基本解释，同时对教学中的结构不

良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应用结构不良问题的相应策略，希望可以给一线教育工

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帮助同仁更好地解决相关的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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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地理课程中，教师常问的、试卷中常考的问题往往是记忆性的题目或

者是从课本内容中提炼出来的内容。但是，从新课改教学目标来看，这样答案固

定的问题，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素养。所以，笔者认为，在高中地理教学

中，教师应该尽量设计一些结构不良问题，这样有利于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和现实

生活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锻炼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结构不良问题的含义

问题的初始、中间和目标状态的集合称为问题空间。根据问题空间，研究者

把问题划分为结构良好问题和结构不良问题，而结构不良问题是三个方面中的任

意一个或至少一个不明确所形成的问题。由于地理课程中的结构不良问题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所以地理课程中的结构不良问题不需要完全具备上述特征，而只需

要题目中的某一方面或部分内容具有结构不良的特征。

二、应用结构不良问题的策略

(一)创设能激发兴趣的情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力来自多个方面，但是论

起内在动力，还是兴趣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学生学习的第一步往往是对没有见过

的地理现象和事物充满好奇心，想要进行探究。因此，教师研究结构不良问题的

设计时，就要创设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的地理学习情境，然后通过生动有趣的

教学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设置一系列充满

悬念、引人入胜的问题，进而不断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地理知识的欲望，提高学生

的地理学习能力，提升教学效果[1]。

如教学“洋流对地理环境影响”时，教师先通过播放短视频的方式来创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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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家白葡萄酒庄园，让学生对葡萄种植地的自然环境、产品运往中国的路线安

排等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学生发现洋流在运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教师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供学生讨论，如这个项目被洋流影响体现在哪些

环节、是哪些洋流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怎样才能产生这种影响等。这些问题需要

学生运用学习到的或准备学习的知识内容进行解答。另外，教师在提出问题时，

如果给定的条件不明显、不清晰，目标也不确定，那么不仅会让学生不清楚使用

哪些原理解决疑问，还会让学生产生很多困惑与问题，出现很多的争论。而上文

中这个案例来源于日常生活，学生感到亲切，就会容易被带入其中，因此，学生

学习的兴趣会比以往更加浓厚，探索的欲望也会更加强烈。

(二)引导学生多角度分析

在诸多地理学科素养中，地理思维是核心。在地理课程学习中，只有学生学

会用系统的、综合的地理思维去思考地理问题，他们才能创造性地解决地理问题。

一且学生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他们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素养。在解决结构不良

问题时，教师要充分引导学生学会根据不同的地理情境多角度地进行分析，还要

让学生考虑多种可能、提出多种方法来解决地理问题，这样可以提升学生地理思

维的系统性、灵活性、深刻性、创造性[2]。

如教学“农业区位”时，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情境:小黄在 7 月去泸沽

湖旅游，发现这里有成片的苹果园，并且产果量大，果质优良。这使他感到非常

惊奇，他一直以为苹果是在北方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才会有的水果，南方并没有大

面积的分布。他查阅材料发现，南方的云贵高原特别是以昭通为中心的一带，居

然是我国苹果的一个重要产区。2010 年起，苹果取代粮食成为昭通主要农产品，

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在不断上升。根据这个情境案例，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

以下问题，如为什么昭通的地理条件适宜种苹果；为什么昭通苹果种植规模现在

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等。学生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

个案例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草果出发，所以对此既新奇又有疑问。而且教师提出的

问题中，有一部分问题的条件不充分，解决问题时需要运用哪些原理，需要采用

什么方法， 都是不明确的，问题的结论更是让人难以猜测。

所以，要解决上述问题，学生必须拥有创新思维，从地理位置的分布、地理

特征的差异、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人地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思考。



由此可见，教师通过设置结构不良问题能够引导学生关注解答问题的思维过程，

有效训练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地理思维品质。

(三)课程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地理实践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行动意识，锻炼学生的行动能力。在日常生活

中，地理实践力可以帮助学生更加仔细、认真地观察和发现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

的密切关系，使他们认识到人类和地理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还可增强学生的责任

意识，特别是对于地理环境的保护意识。教师在地理教学中，还要让课程具有一

定的开放性，这样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并在真实地理情境的交流中培养他

们的地理实践力[2]

如在教学“自然灾害防治”时，教师可先给学生布置任务“某地常常受到洪

涝灾害，学生需要通过收集材料为该地选择最佳的避险点制定一个方案”。面对

这个任务，学生需要思考收集哪些主要资料、避险地的选择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

方案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哪些因素等。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主

动探究，这样能够提升他们解决实际地理问题的能力，增强他们的地理实践力。

总之，教师要掌握地理结构不良问题的内涵，激发学生地理探究的兴趣、提

升学生地理思维品质、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教师还要采取正确的教学策略，

这样既可以提升学生的地理学科素养与成绩，又可以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提高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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