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方块游戏对高中地理教学的启示

———以“大规模的海水运动”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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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罗斯方块游戏是众所周知的一款游戏，玩游戏时表现为消除一行方块，腾出空间接纳新方块。蕴含的哲理对

学生的学习有启迪作用，在学习知识中就体现为新习得知识与原有认知背景的同化，形成稳固的认知结构，知识的记忆上升为

技能与方法的习得。文章以高中地理“大规模的海水运动”为案例，从“学科思想引领，明确知识建构目标；运用学科技能，获 取

新知识；唤醒原有知识，找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将新旧知识优化组合，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四个方面简述俄罗斯方块游戏对

地理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俄罗斯方块游戏；高中地理教学；海水运动；全球洋流；知识建构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５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６１２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２７－０３

　　高中地理学习中既涉及自然环境的相关 领 域，
又涉及到人 类 社 会 经 济 活 动 的 领 域。同 时，高 中 地

理具有综合性 和 地 域 性 两 个 显 著 的 特 点，各 章 节 的

知识互相渗 透，给 学 生 带 来 学 习 上 的 一 些 困 难。表

现为在日常学 习 中 容 易 出 现 知 识 遗 忘、知 识 混 乱 等

问题。文章从 玩 俄 罗 斯 方 块 游 戏 的 策 略 入 手，利 用

知识建构理论 的 相 关 原 理，结 合 高 中 地 理 教 学 实 践

进行了探索，初 步 总 结 出 在 不 增 加 学 生 负 担 的 情 况

下提高教学效益的一些方法，供一线教师交流探讨。
一、俄罗斯方块游戏与启迪

俄罗斯方块是 众 所 周 知 的 一 款 游 戏，图１体 现

了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游戏的不同结果，图１中左

图１　知识积累和知识建构

图用的是知识 积 累 的 方 式，右 图 用 的 是 知 识 建 构 的

方式。玩俄罗斯方块游戏要遵循一定的思路和规则

才能获得胜利，而 知 识 学 习 同 样 要 遵 循 一 定 的 思 路

和规则才能获得成功。
俄罗 斯 方 块 游 戏 对 于 学 习 知 识 有 以 下 三 点

启迪：

１．人的短时 记 忆 空 间 有 限，空 间 不 足 时 无 法 容

纳更 多 新 知 识。玩 俄 罗 斯 方 块 游 戏 时 就 表 现 为

“ｇａｍｅ　ｏｖｅｒ”，在知识学习中体现为容易遗忘原有知

识并且难以接受新知识。

２．如果知识 之 间 结 合 紧 密，知 识 可 由 短 时 记 忆

空间转移到长 时 记 忆 空 间，显 性 知 识 转 化 成 隐 性 知

识，腾出短时 记 忆 空 间 接 纳 新 知 识。玩 游 戏 时 就 表

现为消除一行 方 块，在 知 识 学 习 过 程 中 就 体 现 为 新

习得知识与原 有 认 知 背 景 的 同 化，形 成 稳 固 的 认 知

结构，知识的记忆上升为技能与方法的习得。

３．一个新知 识 与 越 多 的 旧 知 识 产 生 联 系，新 知

识记忆效果就越好。玩游戏时就表现为同时消除多

行方块，获得奖励加分；日常学习中体现为知识的融

汇贯通。
二、对知识建构理论的认识

“知识建构”是在传统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我认为“知 识 建 构”和“知 识 积 累”的 核 心

差异在于信息处理方式。
传统的“知 识 积 累”只 注 重 学 科 知 识 的 数 量 积

累，不注重学科方法的培养与学科思想的渗透，特征

是知识多而杂乱无章，知识与知识之间缺乏紧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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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知识注重记忆而不注重应用，谋求快速发展改造

世界的能力，而 忽 略 了 研 究 与 论 证 改 造 世 界 的 正 确

方向。
我对知识建构的理解是：在学科思想的指导下，

运用一定的学 科 技 能，获 取 新 知 识，并 优 化 组 合 新、
旧知识，形成 新 的 认 知 结 构。学 科 思 想 指 导 着 知 识

结构的发展方向，决定了知识建构的目标；运用学科

技能，能选择适 当 的 方 法，通 过 一 定 的 学 习 过 程，从

各种地理事物、实 验 现 象、图 表、文 字 材 料 中 获 取 有

用的 学 科 信 息，习 得 新 知 识；通 过 分 析 新 知 识 的 特

点，并扫描原有知识结构，提取与新知识存在密切联

系的旧知识，找 出 新、旧 知 识 之 间 的 结 合 点，让 新 知

识紧密结合在原有认知结构上。
三、知 识 建 构 理 论 指 导 下 的 高 中 地 理 教 学 实

践———以“大规模的海水运动”为案例

在人教版高 中 地 理 必 修 一 第 三 章 第２节“大 规

模的海水运动”的教学过程中，利用知识建构的相关

理论，对 教 学 环 节 进 行 合 理 设 计，进 行 以 下 的 教 学

实践。
（一）以学科思想引领，明确知识建构目标

本节内容的相关地理学科思想为：“地球环境各

要素形成了一 个 互 相 渗 透、互 相 制 约 和 互 相 联 系 的

整体，人类与地理环境也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
人类社会发展应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先明确知识建构目标：理解

洋流成因，掌握和合理运用洋流分布规律，使之为人

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帮助。
（二）运用学科技能，获取新知识

图２　吸管吹气实验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了课堂实验：在脸盆里

装满水，撒 上 一 些 干 茶 叶 渣（方 便 观 察 水 流 运 动 现

象），利用吸管 对 脸 盆 中 水 的 表 层 吹 气，带 动 表 层 水

的运动（图２）。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通过同伴间的

交流，提炼出新知识“水体表层大气运动可以带动表

层水体运动，运 动 的 水 流 遇 到 障 碍 物 阻 挡 后 将 被 迫

改变原有的运动方向。”
（三）唤醒原有知识，找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分析新知识的特点，
并扫描原有的 知 识 结 构，找 到 并 提 取 和 调 用 与 新 知

识密切联系的旧知识：“全球海陆轮廓分布”（图３）及

“全球气压带和风带的分布”（图４）。学生唤醒原有

知识后，找到新知识“水体表层大气运动可以带动表

层水体运动，运 动 的 水 流 遇 到 障 碍 物 阻 挡 后 将 被 迫

改变原有的运动方向”与旧知识“世界海陆轮廓分布

特点”及“地球 上 的 气 压 带 和 风 带 的 分 布”之 间 的 结

合点。

图３　全球海陆轮廓分布

图４　全球气压带和风带的分布

（四）将新旧知识优化组合，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学生 将 新、旧 知 识 进 行 优 化 组 合，形 成 如 下 思

路：在信风的作用下，赤道南北两侧表层海水向西流

动，到达大洋西岸后沿陆地轮廓向高纬度方向流动，
在中 纬 度 地 区，受 盛 行 西 风 影 响，海 水 自 西 向 东 流

动，到达大陆 东 岸 后 分 别 向 低 纬 度 和 高 纬 度 方 向 流

动，向低纬度方向流动的海水汇入中低纬大洋环流，
在高纬度地区，受极地东风影响，海水向低纬度方向

流动，形成了中高纬大洋环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的新知识被 原 有 认 知 结 构 同 化，又 生 成 新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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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洋流模式，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全球洋流模式的形成

再例如：在大气运动学习中，把地球运动单元的

知识“低纬地区接受太阳光热多于高纬地区，低纬地

区气温较高，高纬地区气温较低”与大气热力环流原

理相结合，就可生成新的知识———“赤道与两极之间

的大气热力环流模式”。接着将“赤道与两极之间的

大气热力环流模式”与“地转偏向力对水平运动物体

运动方向的影响”相 结 合，可 推 理 出“赤 道 与 两 极 之

间的大气 热 力 环 流 模 式”无 法 形 成，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三圈环流”。再结 合 地 球 海 陆 分 布 情 况 和“海 陆 热

力性质差异可导致不同性质气压中心的形成”，就能

推理出：“三圈环流”也无法在地球表面上完整存在，

１月份亚洲高压切断了北半球的副极地低气压带，７
月份亚洲低压 切 断 了 北 半 球 的 副 热 带 高 气 压 带，形

成了 目 前 地 球 表 面 的 气 压 分 布 状 况，如 图６所 示。
在这个学习过 程 中，在 原 有 的 知 识 基 础 上 不 断 建 构

生成新知识，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紧密，减轻了记忆负

担，知识结构更稳固。

热力

环流


单圈

环流


三圈

环流


大气实际

运动状况

图６　大气运动知识的建构

四、总结与反思

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知识的数量得到增长，知识

与知识之间联 系 紧 密，大 大 降 低 了 单 个 知 识 遗 忘 的

概率；在知识建 构 过 程 中，运 用 了 地 理 原 理，巩 固 了

地理技能；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因为有了地理学科思

想的指导，不仅谋求改造世界能力的发展，还关注人

地和谐，追寻发展的本质。在高中地理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以立德 树 人 为 最 终 目 标，采 用 科 学 的 教 学 策

略，创设良好的 学 习 情 境，引 导 学 生 与 教 师 对 话、与

学习 同 伴 对 话、与 知 识 对 话、与 自 己 的 认 知 结 构 对

话。在学生学 习 过 程 中，学 生 的 学 习 进 步 应 能 体 现

在学科知识、学科技能和学科思想各领域，学生的智

慧和品格得到协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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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守德：俄罗斯方块游戏对高中地理教学的启示———以“大规模的海水运动”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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