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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y science, there is often the saying that 
geography without maps is not geography. Therefore, the exploration of map teaching mod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for geographic educators.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p education is often in-
adequate or missing. In this paper, 220 senior high school sophomores of Tongchuan Mining Bu-
reau No. 1 Middle School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ap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assroom was analyzed by questionnaire.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sorting 
out the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reasons for the poor effect of map edu-
cation: 1) lack of map learn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2) lack of interest in map learning; 3) poor 
level of application of map by teachers; 4) lack of consolidation training after clas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with a view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ap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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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地理科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常有“没有地图的地理课就不是地理课”的说法。因此，对于地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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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的探索一直是地理教育工作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内容、

教师以及学生水平的差异，地图教育往往存在不足或缺失的状况。本文以铜川市矿务局第一中学高二年

级22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该校高中地理课堂中地图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对

调查问卷归纳整理发现，造成地图教育作用不佳主要有四个原因：1) 初中阶段缺乏地图学习；2) 对地

图学习兴趣不浓；3) 教师对地图的应用水平欠佳；4) 课后缺乏巩固训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

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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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科学中的地图是根据一定的数学法则，运用地图符号将制图对象表示在多种介质上的可视化图

形或数据库，以反映制图对象的空间分布、相互联系、数量和质量特征及其在时间中的发展变化[1]，按

照内容可分为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两大类。 
由于地理科学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在地理教学中常有“没有地图的地理课就不是地理课”的

说法。这是因为地图具有认知功能，模拟功能，信息载负功能和信息传输等功能。认知功能主要包括空

间认知与图形认知两方面。空间认知是帮助建立对事物和现象的空间概念，即空间的定位、范围、空间

格局、相互关系、时空变化等。图形认知是帮助运用图形思维和地图语言，形成对事物和现象，质量与

数量特质直观形象的分布规律与区域差异的认识。模拟功能是借助调查与搜集到的资料建立客观世界的

空间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间接地认识世界，既起到了再现客观世界空间结构关系的作用，同时充当

了模拟工具的作用[2]。地图的这项功能对高中阶段的地理教育尤为重要，学生所未能到达的地方，运用

地图模拟的功能，可以使学生们即使不身处该地，也可以通过该地区的地图大致了解这个地区所在的情

况。此外，地图承载和储存了大量的信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电子地图 APP 进入我们

的生活，在方便我们日常出行的同时，也慢慢地从纸质版的地图转向电子版的地图，更加具体化，并且

承载和储存的信息更多。从之前纸质版的线路图到如今连公共厕所都能显示出来的电子地图。地图的信

息载负功能逐渐在形象化的发展。最后，地图的信息载负功能是地图信息传输功能的基础条件。在编制

地图时，往往编制者要对客观世界做出一个准确的观察，并将观察对象的信息加入到所绘制的地图当中。

因此，地图的信息传输功能把地图的应用和地图的绘制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综上所述，地图涵盖了十分丰富的知识面，涉及了许多方面的知识[3]。课本中那些对学生较难以整

理的地理知识则能以图形或者图例很清晰明确地在地图中表示出来，同时也简洁明要地描述出细致的地

理知识[4]。地图在地里科学的教学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高中地理教育阶段，无论是人

文地理学习内容或者是自然地理学习内容都需要用到地图，可以说，地图是高中地理教材中不可或缺的

[5]。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地理教师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改进自己的地图教学方式，创

新自己的地图教学模式[6]。地图也被称为地理的“第二语言”，这是由于地理学科的特殊性，地图能将

地理学习内容直观地表示出来，这一现象进一步表明地图在地理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地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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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也逐渐成为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主力军。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学生在

轻松的氛围下，改善地理学习状况，并提高地理成绩[8]。而在实际地理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内容、教

师和学生水平的差异，地图教学常存在缺失和不足的状况。本文尝试对地图教学中出现的运用情况加以

研究，以铜川市矿务局第一中学高二年级 220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该校高中地

理课堂中地图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对调查问卷归纳整理发现，造成地图教育作用不佳主要有四个原因：

1) 初中阶段缺乏地图学习；2) 对地图学习不感兴趣；3) 教师对地图的应用水平欠佳；4) 课后缺乏巩固

训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作

用提供参考。 

2. 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作用 

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起到对地理教学中所学的地理知识汇总、整合的作用，形象且直观地表现

出来。将课本中穿插的对学生较难以整理的地理知识能很清晰明确的在地图中以图形或者图例表示出来，

同时也简洁明要的描述出细致的地理知识。在学生学习地理学的过程中，基础概念是地理学习的最基本

知识，而地图则是对基础概念了解程度的一个方面体现。所以不仅要掌握基础概念，还要对地图有所研

究。尤其是在高中阶段的地理教育中，使用地图的优点也被无限放大。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地图清楚了

解地图中所要表达的地理信息及地理元素，使语言变为形象生动的图幅。从而摆脱了教材语言空洞的限

制，不再局限于传统教材所带来的枯燥无味的地理知识，进而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记忆。也巩固学生

对该阶段地理课程的学习。可以说，高中地理教育中，地理知识中最主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地图，而地图也是地理教育学科中最特殊的组成部分。地图涵盖了十分丰富的知识面，涉及了许多

方面的知识。更具代表性的则是将文字，图像与信息系统有效的结合起来[9]。即使不太清楚该地区的地

理信息特征，在拿到该地区的地图时，也能了解该地区的地势及所要表达的地理信息。况且，有些学生

厌烦了苍白的文字描述，用地图的方式来代替文字描述，使地理内容形象化，引起学习的兴趣。更愿意

接受用认识地图的方法去认识地理、学习地理。正因为如此，地图才显得在地理教育中如此重要。具有

无法替代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2.1. 地图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高中地理教育阶段中，充分利用好地图，课本插图，地理挂图组织教学地图是地理教学中最常用

的教具，零星的知识系统化[4]。中学地理课本中的插图，地理图片是课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幅好

的插图，照片可以充实和简化课本有关内容的文字叙述，能达到以图释广，图文结合目的，教学形象直

观还有助于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理解、记忆，能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扩大学生的

地理视野，创设地理情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2.2. 地图教学能直观的表达出地理内容 

高中地理教育阶段中，地理教材根据高中所学地理概念和地理事物，将地理教材系统中的文字具体

表现在地图当中，将枯燥的文字同转变为直观的图画及图例有效的结合起来，使得所要表达的内容条理

清晰，一目了然。如：学习中国地形图时，运用分层设色地形图演示，直观表示中国地形呈现三级阶梯

分布状，从而有利于学生准确记忆地形的特点。 

2.3. 地图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率 

地图的使用可以将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与地图有效的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增加学

生对所学内容的进一步理解、记忆。运用地图的演示，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加深记忆，如：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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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分布特征时，运用演示 1 月份和 7 月份全国平均气温图，有利于学生记忆 1 月份和 7 月份的气

温分布特点。 

2.4. 普通地图及专题地图在高中地理教育阶段的作用 

普通地图所包含的内容都是高中地理阶段中绝大多数所要学习的，基本都是属于学科基础层次的知

识概念，其作用不言而喻。换言之，学会了普通地图就相当于掌握了教材的绝大部分内容，有了地图的

加持，将地理概念与地图进行空间上的结合，就很难出现在学习了地理概念后，对地理概念做出记忆上

的混淆的情况，由此，来提升地理学习成绩，进一步加强学生在地理学科上继续学习的信心。 
专题地图所包含的内容就相对于普通地图更加的精细，比普通地图所涉及到的某一地理概念更加的

具体，更加的具有学术专业性。在学生充分了解到普通地图所涵盖涉及到的基础知识后，对其中某一方

面的深入研究。例如：在学习了气候气压带之后，想要深入了解某一台风的行进路线，则需要对这个台

风做一个专题地图，确定风速，移动方向，台风经过的信风带等一系列研究要素，对台风进行预测预报，

推测台风的行进路线。在高中地理教育阶段中，教师要善于利用普通地图或专题地图，以此引起学生对

地理知识的兴趣，达到在地理教育中提高地理成绩的目的，并为后来有意向从事地理研究的学生打下坚

固的基础。 

3. 高中地理教学中地图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地理课堂上采用电子地图，纸质地图对地理教材进行

教学。地理教育中，无论是在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学习的过程中，只要深入了解某一地区的地理特征，

就需要运用到地图，有了地图的帮助后，就较为容易的了解、学习某一地区的地理特征。但是在实际教

学中，目前地理教育高中阶段的许多地理教师的地图教学素质还不够强，许多教师只注重地理基础知识，

而忽略了地理教材所配备的地理图册和地图填充图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充分意识到不使用地图

的危害，再加上没有教师的督促，有些学生自己不能自觉去学习地图，导致有些学生在地理测验中对所

学地图的印象不深刻导致一直无法提升。在长此以往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甚至会

引发学生对地理这一门课程产生厌烦心理。而教师也逐渐忽略地图所具有丰富内涵的内容，不仅间接影

响课堂教学效果，也会让同学们对地理这一门课程降低信心和兴趣。 
对铜川市王益区某高中学校的 220 名高二学生做了问卷调查，对高中阶段的地理教学中地图的使用

现状做出系统的调查。回收 210 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附录表所示。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归纳总结，发现

以下问题，大致总结于以下几点： 

3.1. 学生方面 

3.1.1. 初中教育阶段的缺失 
调查学生中有许多学生由于中考原因，地理不属于必考科目，所以大多数初中教师未对学生进行过

地图方面系统的学习，有 86.91%的学生表明，在初中阶段内并未对地图进行系统的学习，从侧面反映出

该高中学生在之前的初中地理教育阶段内地图教育的缺失。结果造成学生对地图没有一个系统、明确的

认识，导致学生只重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学生学习地理困难的一个基本原因。 

3.1.2. 学生缺乏兴趣 
《教育学》中指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地图教育中，本应是充满欢快气氛的课堂，但是在有些地

理教师的课堂显得不那么欢快。调查问卷表明有将近 7 成的学生认为地图在地理学习中具有可有可无的

作用。同时，有 69.52%的学生认为地图的运用不能激发起对地理学习的兴趣，更有 69.52%的学生觉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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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育中，教师采用地图的做法会让他们恐惧，这些又进一步的证明了初中地理教育阶段内地图教学

的严重缺失。同时初中地理教育教学中机械的记忆方法，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有些地理教师为了强行

让学生记住地图上的信息，甚至不给学生讲解地图，长此以往，容易使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产生逆反心

理，逐渐丧失对地图学的学习兴趣，如不及时改变，会使学生产生对地理这一科目的厌学，从心底里进

行排斥并且严重阻碍正常的地理教学活动。 

3.2. 教师方面 

3.2.1. 初中地理教育者不够重视地图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67.62%的学生觉得教师偶尔使用地图，对那些积极想要学习地图的学生产生

影响，逐渐打消对地图学习的积极性。表明在实际的地理教学中由于教师自身的偏见，不够重视地图的

教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初中地理由于中考不考地理科目，大多数初中地理教师就放弃对地图

的教学，只注重文字知识。让学生只会对教材中的内容死记硬背，而不能将教材与地图有效结合，影响

学生的学习效率。 

3.2.2. 高中地理教育者没有对地图进行合理的运用 
有 56.67%的学生认为教师将地图与教材相结合的时候，并没有紧密贴合，影响课程内容的衔接，拖

慢课程进度，影响教学课堂质量。这是在实际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表明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有待

改善。需要引起相关地理教育者的重视。同时在该所学校中，学生反应教师在地图教育方法上绝大多数

采用观看纸质地图的单一方法，将会使学生只从纸质地图上这一渠道上，了解地图，学习地图。限制了

学生的思维，阻碍了学生的自我发展。 

4. 高中地理课堂发挥地图作用的意见和建议 

虽然在地图教学存在欠缺和不足，但对利用一年时间用来系统学习地图的高二学生，调查问卷表明：

系统地学习地图后，地图在 75%学生眼中已经变成重要的学习工具。这表明在教师的合理引导之下，学

生已经逐步将地图视为地理学习的重要帮助工具。并且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了地图后，有 65.24%的学

生更加对地理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及较大的积极性，又印证了地图具有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作用。令

人振奋的是，约有 73%的学生表明学习地图之后，对自己的思维辨别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使自己遇到无

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的问题都能清晰自己的思维。更有 64.76%的学生对地图学习后，觉得地图是学习地

理课程的有力帮手，使得自己在地理学习上变得更加轻松。在思维能力的提高下以及学习轻松的氛围下，

自然而然学生的地理成绩也就逐步上升，使得学生处于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之中，达到地图在地理教育

中最高层次。超过 56.45%的学生甚至希望教师能再深层次的讲解地图所包含的内容以及表达的信息，并

且超过 61.34%的学生同意并自觉在课后锻炼培养自己的读图能力。表明地图的学习已经在学生的心中扎

根，成为地理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加突出地图教学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

学生的学习、思维养成的积极作用。这为在高中课堂中进一步发挥地图作用的意见和建议实施提供了可

行性。 
综合问卷调查显示的地图教学的不足、学生对地图教学的需求，学生在受到地图教育后对高中地理

教学中如何发挥地图的作用提出了以下意见和建议： 

4.1. 对地图要有系统地学习 

首先让学生对地图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上一层次也讲到了地图的定义与作用。接着让学生们了解在

什么状况下该用什么地图。例如：从西安前往武汉的黄鹤楼景区旅游，应该选取哪些地图，首先应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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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线路地图，确定交通工具，其次选取武汉市地图来确定黄鹤楼的位置，确定交通路线，最后选取黄

鹤楼景区地图。由于初中地理阶段地理教育并不是中考的必考范围，所以在初中阶段，某些地区的地理

教育学习情况并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导致一部分高中学生在初中地理学习阶段，就没有打好基础。所以

在高中地理阶段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对地图的认识了解课程。从地图的三要素：比例尺，指向标，图例到

地图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含义进行一次系统的学习[10]。例如，在没有指向标的情况下，通过等高线来判断

山地哪些部分是山脊，哪些部分是山谷。地图的构成要素，达到系统学习地图的目的。 

4.2. 培养学生对地图学习的兴趣 

其次需要培养学生对地图的兴趣。无论学习任何科目时，对该科目的兴趣都是继续保持学习的必要

前提，地理这一门课程也是如此。是学生对地理产生兴趣的前提是，以地图来代替课本中枯燥的概念，

或是以地图为主，地理概念为辅的新颖教学方式[11]。展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

提升学生对地理这一科目的兴趣。不仅在地理课程上将地理概念与地图结合，使学生对地理的学习能力

提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氛围，在课堂氛围轻松的情况下，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

距离彼此拉进，改良学习氛围，创造良好的求知课堂。因此激发学生对地图学习的兴趣，甚至是对以后

参与到地理相关研究性的学习或工作产生奠基性的作用。 

4.3. 教师正视地图的不可替代性 

时代在进步，在现如今的地理教育当中，越来越多的高中地理课堂中出现了《地图册》这一与教材

相辅相成的参考资料[4]。这一参考资料的诞生，使得地图与教材的合理结合充满更多的可能性，已经有

部分教师认识到地图在地理教育中所具有的无限潜力，并将地图有效的结合在实践课堂当中。仍有一部

分的教师尚未意识到地图的重要性，认为地图只是辅助工具，学生只要老老实实学好教材上的基础内容

就可以了，从而对参考资料采取忽略的态度。往往这种课堂，短时间内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习并未有较明

显的影响，长此以往，对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涯很难起到质的帮助，甚至会产生倒退的迹象。当学生长期

处于这种有些死板的教学方式中，思维也会渐渐被定格，对今后地理的学习过程中，常常会有一种吃力

感伴随着学生。而采取有效的利用地图的课堂中，总是会有一种很轻松的氛围，同时又兼具认真学习的

氛围，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学生将会深刻理解地图对于地理科学的不可替代性，在教师潜移默化的影

响中，也会对地理学习的兴趣愈发浓厚，地理成绩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4.4. 教育测验中锻炼学生对地图的应用能力 

地理教育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当学生拿到地图后，可以确定出这个地图所要表达的基本要素，并且可

以准确的描述出地图所要表达的地理信息。进一步达到更高的目标：学生能够灵活的运用地图。例如：

在课后提问环节时，教师抛出问题：请找出世界地图中四大渔场的位置，说明形成的原因，并标记出千

岛寒流与莫桑比克寒流的大致位置，这就考察我们对世界洋流分布的规律这一节课程内容掌握的熟练程

度。如果没有仔细观察过地图的同学，可能会对这些内容比较模糊。而熟练掌握的同学则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所以很有必要在课堂上及在课后的业余时间中加强学生对地图的辨知能力及应用能力。 

4.5. 地理课堂中合理的利用地图 

在《地理图册》中，我们可以找出在教材中无法形象显示的大多专题地图，如：地形图，水系图，

气候类型分布图等等。如何利用好《地理图册》，如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让《地理图册》有效的串联在

课堂教学当中，成为了许多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路上的绊脚石[12]。使得教师必须了解如何在教案当中找寻

合适的插入点，这样才不会在课堂中产生与教材提及内容上的突兀。例如；在讲到海水的运动时，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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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把自己的《地理图册》翻至世界表层洋流运动分布规律图，在教师的讲解下，

从赤道至北半球，再到南半球，让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增加了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又有效的学习新

的知识。过完一遍后，再让学生找出“四大渔场”位于哪些洋流的交汇处，再转会课本，将教材中的概

念，重新对照着地图再过一次，让学生加强深刻地印象及兴趣。用这样的方式，将地图与教材内容进行

有效，合理的运用，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更加深刻，也让教师在课堂中教的轻松。 

4.6. 课堂过后专题地图的相关训练 

在结束当前地理地图教学任务后，进行相关专题地图的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教会学生基本的思考

方法：在拿到地图后，先从它的基本要素入手，判断它的表达地理信息内容在地理课中哪一课程讲到，并

回忆起课堂中的相关内容的重点难点。同时，在做相关地图题型的训练中，当大部分学生都能适应了相对

简单的地图，教师应出示相对来说信息量少的同种类型地图，来锻炼学生对地图的适应能力。在大部分学

生能够掌握了此种地理信息量少的地图后，教师可以将两种或多种专题地图的有效的结合起来，将地图的

专题训练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等学生适应后，教师提出在接下来的专题训练中，正确答对且用时最少的同

学会得到相应的奖励，而同时多的同学则会受到小小的惩罚，表演个才艺节目之类的，使学生之间产生良

好的竞争效益。或者采用与教材配套的《填充图册》，在填充图册的练习，由简至繁、由易到难的过程中，

增强学生对地图的应用能力，巩固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学习基础，进一步发挥地图的作用。 

5. 结论 

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课程内容、教师和学生水平的差异，地图教

学的普及和教学水平还有待提高。本文以铜川市王益区某高中学校的 220 名高二学生做了问卷调查，分

析了该地区的地图教学不足以及学生对地图教学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充分发挥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

中的作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以期对各位地理教师产生启发，并能意识到地图在地理教学中无法替代的

作用。在今后的地理教育生涯中，改进教学习惯，完善教育方法，充分地利用地图生动形象的作用与多

重性能，引导学生的积极学习兴趣，为教育改革贡献新型的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新型地理教育方式，完

善今后的地理教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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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调查问卷结果统计表 

题目 选项 人数 所占比例 

1.在之前的初中阶段，对地图的学习程度？ 
A.有过系统的学习 29 13.81% 

B.没有系统的学习 181 86.19% 

2.你认为高中地理需要运用地图教学的内容多

不多？ 

A.几乎没有 23 10.95% 

B.有，不多 24 11.43% 

C.有，很多 129 61.43% 

D.几乎每节课都需要 34 16.19% 

3.在地理学习中。你对地图有什么感觉？ 

A.亲切 146 69.52% 

B.恐惧 19 9.05% 

C.没感觉 45 21.43% 

4.你认为地图在地理学习中有怎么样的地位？ 
A.不可或缺 145 69.05% 

B.可有可无 65 30.95% 

5.教师采用了地图的教学，是否能激发你对地

理学习的兴趣？ 

A.是 146 69.52% 

B.否 33 15.71% 

C.没有明显变化 31 14.76% 

6.你所在学校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是否能

合理将地图与教材结合？ 

A.较合理 81 38.57% 

B.一般 119 56.67% 

C.不合理 10 4.76% 

7.在经过了系统地学习地图后，对地图的感觉

又是如何？ 

A.亲切 156 74.29% 

B.没感觉 45 21.43% 

C.陌生 9 4.29% 

8.在实际的地理学习中，教师能否经常用到地

图？ 

A.经常有 59 28.10% 

B.偶尔有 142 67.62% 

C.从未有 9 4.29% 

9.在地理学习中，你认为题图和教材的关系是

如何的？ 

A.重文轻图 47 22.38% 

B.重图轻文 31 14.76% 

C.图文并重 132 62.86% 

10.在地理学习中，老师常用的地图教学方式有

哪些？ 

A.边讲边画简图 156 74.28% 

B.看纸质地图 46 21.90% 

C.观看动态地图 6 2.85% 

D.实践教学(手动绘图) 2 0.97% 

11.经常使用地图教学后，你认为你的学习效

率？ 

A.提高了 165 78.57% 

B.下降了 11 5.24% 

C.没有明显变化 34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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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使用地图教学后，你对地理的学习积极性有

什么变化？ 

A.没以前积极 26 12.38% 

B.没有明显变化 47 22.38% 

C.比以前积极 137 65.24% 

13.使用地图教学后，对你的思维能力有何帮

助？ 

A.思维更加清晰 153 72.86% 

B.没有明显变化 50 23.81% 

C.思维更加混乱 7 3.33% 

14.教师将学习内容和地图结合后，对地理成绩

有何帮助？ 

A.成绩提高了 155 73.81% 

B.成绩下降了 14 6.67% 

C.没有明显变化 41 19.52% 

15.在地理的学习中，运用地图能否让你对地理

的学习感觉到轻松？ 

A.很轻松 136 64.76% 

B.并没太多变化 65 30.95% 

C.不轻松 9 4.29% 

16.在课堂中，你希望教师对地图进行更深刻的

教学? 

A.非常愿意 121 57.62% 

B.一般 76 36.19% 

C.非常不愿意 13 6.19% 

17.在课堂后，你会主动去培养自己的读图能力

吗？ 

A.会 141 61.14% 

B.不会 69 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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