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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 支架 培养 学生地理 空间 思维 能力 

— — 以“气压带和风带”教学为例 

口师奇铭 
— 卜 架理论的基础是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 转”； 

入 论 ”。该理 论认 为 ：学 生的 学 习状 态 有两 种水 第 二种 假定 条 件 是 “地 表 均 一 ，地 球 自转 ，但 不 公 

平 ，一种是 目前已达到的水平 ，一种是潜在可能达到的 转”； 

水平 。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 第三种假定条件是“地表均一 ，地球 自转 ，同时也 

中 ，教 师 要介 入 学生 的发 展 ，就 必须 找 到最适 宜的介 入 公 转 ”。 

点 ，最近发展区为教师 的介入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空间。 在第一种假定条件下 ，大气在赤道地区上升 ，在极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 ，在教学 中应为学生提供学 地地区下沉 ，高空的空气 由赤道向两极流动 ，近地面的 

习支架。常见 的学习支架有范例、问题 、建议 、工具 、图 空气 由极地向赤道流动。这样 ，在南北半球的赤道和极 

表等 。 地之间各 自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流 ，即“单圈环流”。 

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 事物 的空间分 布和空间结 在 第二种假定条件下 ，大气 的“单圈环流”发生了 

构 ，而且阐明地理事物 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 ，并致力 变化 ，赤道高空的气流在南北纬 30~偏转成西风 ，空气 

于揭 示地 理事 物 的空 间运 动 、空 间演变 的规 律 。支架 理 在 此 集聚 后被迫 下 沉 ，形 成 副热带 高气 压带 ，下沉 气 流 

论对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好 的建构作 向高低纬分流 ，其中向低纬度运动的一支回到赤道 ，形 

用。 成低纬环流。南北两极空气收缩下沉 ，形成极地高气压 

人教版教材必修 1中的“气压带和风带”～节包含 带 ，气流向低纬度运动 ，与副热带地区流出的气流在南 

了许多地哩概念、原理 、分布规律 ，是高中地理中教学难 北纬 60。的地面相遇 ，共同向上抬升。暖而轻 的气流爬 

度较大的内容 。学习这部分内容需要引用大量的图表、 升到冷而重的气流之上 ，形成副极地低气压带 ，气流在 

动画 、数据 ，需要发挥学生多方面的感知。应用支架理 高空再向高低纬度运动 ，形成中纬和高纬环流 。这样 ， 

论可以更有效地完成这一内容的教学 ，达到培养学生 就形成 了“三圈环流”。 

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目的。 在第三种假定条件下，气压带和风带随着太阳直 

一

、搭建支架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射点的南北移动做周期性变化 ，北半球夏季北移 ，冬季 

观察是在事物 的自然条件下为完成一定任务进行 南移。 

的知觉过程 ，是科学研究最基本 的方法 ，是研究 自然规 二、搭建支架培养学生图文转换能力 

律 的首要步骤 。学生只有以感性认识为基础 ，才能在教 在对图像进行观察并获得形象直观的印象后 ，就 

师 的指导下进行积极的思维 ，从而形成空间观念 ，掌握 要引导学生进行判断与推理 ，用文字来分析说明地理 

空间规律 。在教学中，可通过以下步骤培养学生的观察 特征、地理规律和地理原理。之后 ，再引导学生将文字 

能力 ：呈现直观一明确对 象一提出问题一揭示问题。 落实在图像 中(这类图可 由教师事先设计好 )，使学 生 

首先通过地图和多媒体动画 ，向学生展示大气运 对地理事物形成正确的空间观念。教学中，可以根据以 

动 的静态图和动态图 ，搭建支架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 下步骤培养学生的图文转换能力 ：理解原理一变换文 

性 认 识 。在 学 生获 得 一定 的感性 认 识后 ，问 ：在大 气运  字— 绘 制 图表一 构建 脑 图 。 

动 的静态图和动态图中，我们需要观察的对象是什么 ? 结合《理想状况下赤道与极地间的热力环流图》，提 

学生思考后答 ：需要观察的对象是大气运动 ，特别是在 出问题 ：“赤道与极地间的‘单圈环流 ’原理是什么?”学 

不同假定条件下的大气运动。然后向学生展示多媒体 生依据热力环流图 ，认为“单圈环流”的形成原因是 ：赤 

动画 ，要求学生观察以下三种不同假定条件下大气的 道地 区气温高 ，空气因受热而上升 ，致使高空形成高气 

运动状况 ： 压 ，近地面形成低气压。而极地地区空气因冷却而下 

第一种假定条件是“地表均一 ，地球不 自转 、不公 沉 ，致使极地高空形成低气压 ，近地面形成高气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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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高空的空气 由赤道向极地流动 ，近地面的空气 由极 

地向赤道流动 。 

在理解“单圈环流”的基础上 ，壮~1：1AH前面所学的“冷 

热不均引起大气运动”知识 ，有学生认为 ，赤道附近地 

区 ，地面接收太阳辐射最多 ，空气受热上升 ，形成了赤 

道低 气压 带 ；南北极 及其 附近 地 区 ，地面 接收 太 阳辐 射 

最 少 ，空气 冷 却下 沉 ，形 成 了极地 高气 压 带 ；在 南 北纬 

30。附近 ，来自赤道上空的气流在这里不断堆积下沉 ， 

使近地面气压升高 ，形成副热带高气压带 ；在 南北纬 

60。附近地区 ，暖而轻的气流爬升到冷而重的气流上 ， 

形成了副极地上升气流 ，副极地上升气流到高空即向 

南北方向流动 ，致使 南北纬 60。近地面气压降低 ，形成 

副极地低气压带。由于气压梯度力的作用和地转偏向 

力的作用 ，在七个气压带之间形成了东北信风 、东南信 

风 、盛行西风 、极地东风等六个风带 。但是由于地球绕 

太阳公转运动 ，黄赤交角的存在 ，引起太阳直射点在南 

北 回归线 之 间南北 往返移 动 ，以致地 表热能 分 布有季 

节性变化 ，从而使气压带和风带在时空上也产生有规 

律 的移动 。 

通过读图和对图表的分析 ，学生基本掌握了全球气 

压带和风带的名称、分布、成因和时空移动规律，将气压 

带和风带图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并能将图转换成表述地 

理特征、规律 、原理和成因的文字 ，积累了丰富的地理表 

象 ，为空 间思维提供 了载体 。 

在基本掌握了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 、名称 、分布和 

时 空移动 规律 后 ，要 求 学生绘 制气 压带 和风带 图 ，并提 

出以下要求 ：第一 ，明确赤道和极 地的冷热 ，确定赤道 

低气 压带 和极 地高 气压带 的位置 ，归纳 出高低 压 相 间 

分布的规律 ，画出七个气压带 ；第二 ，根据水平气压梯 

度 力从 高 压 指 向低 压 ，地 转 偏 向力 “南左 北 右 ”的原 则 

画 出六个 风带 。通 过 图文转换 ，学 生不 仅明 白了 气压带 

和风带的形成原理 ，而且还在脑海中建构了它们在地 

球上的空间位置。 

三 、搭建 支架培 养 学生对 比分 析能 力 

对比分析法也称比较分析法 ，即把客观事物加以 

比较 ，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通 

过对比分析 ，可调动学生动手动脑的积极}生和主动陛， 

提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扩大知识的深广度 ， 

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教学中，可根据 

以下步骤培养学生的对比分析能力 ：提 出问题一分析 

图表一叙述结论。 

在对 气 压带 、风带 形成认 识 的基础 上 ，要 求 学生 思 

中心 变 化 的关 系概 括 为 ：七 月份 ，大 陆 增温 快 ，形 成 低 

气压 ，同纬 度 的海 洋 增温慢 ，水温 低 于 陆温 ，相对 形 成 

高气 压 ；一 月份 ，大 陆降温 快 ，形 成 高气压 ，同纬 度 海洋 

降温 陧，水温高于陆温 ，相对形成低气压。 

由此建 立 的 因海 陆分 布而 引起 的全球 气压 带和 风 

带分布的时空变化支架 ，为空间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 

养 奠定 了扎实 的空 间感 知基础 。 

四 、搭建支 架培 养学 生创 造能 力 

学生在依托图表完成对 比分析后 ，根据需要在头 

脑 中对 原 有 的空 间模 型进行 加 工，创造 出新 的空 间模 

型。在教学中，可根据以一F步骤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 

提 出问题一 依 图思维一 判 断 问题 ～ 创新思 维 。 

首先依 据学 生 已经形 成 的气 压带 和风 带 的空 间建 

构 ，指导学生思考 ：(1)沿东经 110。由北向南低层大气 

环流形势是怎样 的?(2)当太阳直射点随着季节的变化 

而发 生变化 时 ，全球气 压带 和风带 又是怎样 变化 的? 

学 生根 据《全 球气 压 带和 风 带 图 》，运 用 对 比分 析 

的方 法 ，判 断 出东 经 110。经线 所 经 过 的各 大洋 和大 洲 

的气压带和风带 的位置 、名称 、风向和成 因 ，在脑海中 

建立 了新 的“全 球气 压带 与风带 ”的空 间建 构 。在此 空 

间建 构 的基 础 上 ，要求 学生 由北至 南画 出东 经 110。经 

线 的一 月和 七 月 的气 温与 降水变 化 曲线 (教师 提供 气 

候数据 )。学生根据此图 ，建 立了新的“沿东经 1】0。经 

线一 月和 七 月气 温 、气 压 带 、风 带 、降 水量 的关 系 ”的空 

间模型 ，以此判断沿该经线 自北向南各种气候类型 ，并 

能分析 出各种气候类型的分布 、特征和成因。不仅拓宽 

了知识视野 ，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 。 

(作 者 单位 ：江 苏省木 渎 高级 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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