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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星球系统 （全球多媒体球幕投影演示仪） 是

信息时代最先进的教学仪器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唯一

实现三维立体动态展示的教学仪器。它集精密光学技

术、计算机三维图像处理技术、网络多媒体技术等众

多先进科技于一体，通过软件控制平台、资源软件和

数字视像圆球体屏幕，融合多媒体信息、实时互动演

示及屏中屏功能，实现学科整合、配套资源开发，瞬

间以立体模式展示天文、地理信息，使我们能够从全

球、整体、综合和区域的角度研究、探索宇宙空间环

境和地球环境。数字星球系统中的数字视像圆球体屏

幕还可以发挥一球多用的特点，在学校天文研究性学

习、天文兴趣小组活动中使用，提高设备利用效率，

增加学生的天文知识，拓展学生的天文视野。
对话教学是一种强调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式相

互作用来达到学生自主和自由发展的教学。这种教学

需要师生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倾听和言说，才能获得精

神的交流和价值的分享，不仅表现为提问与问答，而

且还表现为交流与探讨、独白与倾听、欣赏与评价，

所包含的内容有与新知识的对话、与教师和学生的对

话、与自己内心的认知结构的对话三个层面。
基于数字星球系统的建构主义对话课堂就是在学

生原有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以对话为原则

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数字星球系统资源来设计、探究、
解决地理问题，获取新的知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一、学生主动与新知识的对话是数字星球系统环

境下建构主义对话课堂的关键

建构主义的对话教学学习观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

能动性，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要能够主动地发现问

题，并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
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这要求学生在原有知识经验

的基础上先预习教材，主动发现教材中自己感兴趣的

地方，或有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地方，或有疑义矛盾困

惑的地方，然后在上课中带着这些问题听课，并主动

向教师提出问题，探究如何解决问题，从而建构新的

知识。在进行教学设计之前，教师先要明白，教学不

是为了教而“教”，而是要引导学生进入自主学习的情

景之中，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自发地

解决重点、难点。为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注意教

材中哪些内容学生可能存在困惑、哪些内容学生可能

感兴趣、哪些内容学生无法想象理解，然后根据这些

内容较好地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自主探究表达，从

而形成有价值的自主学习。
1．利用数字星球系统设计好引入环节，让学生

较快地融入教材情境
为了让学生对教材有新鲜感，教师应运用多种方

法巧妙地激发学生对教材产生探究欲望，形成浓郁的

学习气氛。例如教学高中地理必修一《全球大气变化》，

导入时应用数字星球动态模拟气候变暖，极地地区海

冰融化，引起海平面上升的过程。再如在教学《海陆

变迁》一节时，先通过“大陆漂移、板块碰撞、大洋

中脊和海沟、火山地震带”的球面动态展示，形态由

平面转化成球面，过程由静态变为动态，这样的课堂

引入激发了学生对新课的学习兴趣。
2．利用数字星球系统巧设情境和问题，让学生

主动探究和建构新知识
课堂是学生与知识自由对话的场所。自主探究，

重在信任每个学生的探究能力，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探究结果。例如《海水运动》一节，讲完洋流

定义、世界洋流分布模式等内容后，可以利用该系统

设计课堂探究，让学生协作探讨解决。教学过程如下：

数字视像圆球体屏幕显示“鸭子舰队的故事”内容。
1992 年一艘从中国出发的货船在太平洋上遭遇强烈的

风暴，船上一个装满 2.9 万只黄色塑料玩具鸭的集装

箱坠入大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 10 000 多只玩

具鸭组成的“鸭子舰队”在海洋上漂流了 2.2 万英里

（约合 3.5 万公里） 之后抵达英国海岸。接着球幕演示

了玩具鸭子在世界海陆分布图上随海水运动的全过程。
情境创设完后，教师提问：“为什么太平洋上的玩具

鸭子漂流数年后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请找出它们的

漂流路线，并说明这样漂流的理由。”然后学生分组合

作，利用数字星球系统的球面投影进行探究，很快就

基于数字星球系统的建构主义对话课堂

张树钦

教研园地

30



2014年 12月（下半月）

能找出路线。教师应认真倾听学生的探究过程，对学

生的探究结果给予合理的评价，做到褒贬适宜。
3．引领学生自我超越，实现与教材资源的平等

对话
教师除了引导学生学好教材外，建构主义对话教

学又要求教师超越教材，利用各种资源解决学生对教

材中知识的困惑，引导学生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实现

学生与教材的平等对话。利用数字星球系统资源可以

较好地实现这一点，因为数字视像圆球体屏幕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动态地演示地理的自然现象，解决学生难

以想象的地理立体空间问题，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

掌握相关知识的难点。这样学生就能走出教材平面图

的局限，超越教材，对地理空间发生的自然现象形成

自己独特的感悟，能较好地理解掌握地理自然规律。
例如学习《地球运动》时，学生很难想象二分二至的

晨昏线在俯视图中的形状。教师可以利用数字星球系

统，在球面投影上放映出二分二至的晨昏线，然后用

控制按钮轻轻拨动球体，展示北极南极侧视图，这个

过程用了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晨昏线侧视图与俯视图的

成功转换，学生能很快地理解了俯视图中二分二至晨

昏线的形状。又如在向学生讲解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的时候，学生很难理解时差这一问题，特别是在理解

地方时的早晚问题上，学生往往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时

间是东早西晚，同一纬度上某时刻钟点数大的地方为

什么比钟点数小的地方时间来得早……这些问题是学

生在学习地方时的时候经常向教师提出的。通过数字

星球的演示，球状显示地球全貌后，以地球同一纬线

上的任意两点 A （东边）、B （西边） 为例，教师控制

软件按钮让地球慢速自转，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得出结

论：地方时有东早西晚 （迟） 的特点，表现为东边地

方 （东边经线） 某一时刻点钟数大，西边地方点钟数

小。此外利用数字星球系统，教师也能引导学生找出

“创新性”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地理空间问题，得到一种

全新的体验，如在讲述球面两点最短距离时，由于需

要较强的地理空间想象能力，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北

半球同一纬线上的两点最近距离路线不是沿着正东或

正西方向走，这时教师通过数字星球展示全球经纬网，

在某一纬线上任取 A （西边）、B （东边） 两点，教师

启发学生思考：两点怎么走最短？请同学在球面上用

一根红线代表最短的路线。经过引导启发，学生不难

知道最短的路线是直线，并用一根拉直的红线代表两

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接着学生通过观察发现 A、B 两

点之间拉直的红线偏离了所在的纬线，视觉上北半球

拉直的红线处于纬线的上方，即从 A 向 B 沿着直线是

先向东北再向东南。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尝试了解南半

球的情况。所以利用数字星球系统不仅能得到全新的

体验，增强学生空间的想象能力，而且也能突破教材

资源，有效地解决教材难点。

二、学生与自己内心认知结构的对话是对话课堂

知识建构的保障

按照建构主义观点，学生只有在自己原有的知识

结构上构建新的知识结构，才能很好地同化知识，真

正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才能真正与自己内心

的认知结构产生共鸣。教师应换位思考，遵从学生的

心理认知规律，把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桥梁，在

教学中加以激活和利用，把原有的正确观念作为新知

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对新知识形成有意义的建构。
例如必修一 《全球气压带风带对气候的影响》一节，

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是上升气流容易导致多雨，下

沉气流就少雨；从海洋吹来的风多雨，从陆地吹来的

风少雨；以及学过的三圈环流、气压带风带的季节移

动。由于气候成因较为复杂，学生很难理解气压带风

带与各种气候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借助数字星球系统

教学就有利于建立各种知识联系帮助学生理解并建构

新知识。通过演示教师对知识进行优化组合，生成新

的知识，并建构知识网络，如图 1 所示。

三、师生对话、生生对话是对话课堂知识建构的

重要环节

建构主义强调学生之间要充分地切磋、互相协作

学习，同时也强调教师在学生意义建构过程中必须起

到组织、指导、帮助等作用。这就需要教师与学生之

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充分地互动。而对话教学的本质

就在于互动交往，利用数字星球系统能提供生生、师

生之间良好的互动平台。如《海水运动》一节讲到全

球洋流分布模式时，教师让学生观察数字星球系统投

影的全球洋流分布图，归纳总结洋流分布模式并讨论

洋流分布的原因。学生讨论氛围热烈，通过互相协作、
互动、自主学习，学生思想得到激烈的碰撞，在碰撞

中解决了疑难点，教师在活动中启发引导并认真倾听

学生的讨论，在活动结束后利用数字星球系统对学生

的活动成果给予合理的评价。通过师生、生生对话使

学生认知水平得到螺旋式上升，认知结构得到不断重

组，认知内容得到不断增加。
（作者单位：福州市第八中学，福建 福州，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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