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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维型课堂教学是实现深度教学和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它在地理课堂教学应用中有助于

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和实现地理核心素养的落地。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

梳理知识按照创设问题、思维互动、思维监控、拓展提升四个环节进行,在引导学生构建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进行“5W”思维建模训练。具体的思维训练活动可分为四个层次:通过分析材料认

识地理事物,培养地理形象思维;通过分析地理问题形成认知冲突,初步构建地理规律的新认知结构;通过多

角度思维,引导学习者对地理问题形成新的理解和认识;超越认知冲突,提升创造性思维。在实施要略上,教

师在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中应注重深挖思维型教学素材,积极开展地理实践活动,促进思维可视化教学,加

强地理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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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型课堂教学是实现深度教学和提高

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

把地理教学与思维活动对接起来,围绕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进行教学设计,通过组织积极的思

维活动实现教学环节的有序化,促使学生通过

互动交流和讨论进行思维碰撞,为学生的自主

发展和思维能力提高搭建联通的桥梁。它揭

示学生形成认知结构、发展思维能力的地理学

习过程,注重学生的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
使教学系统各要素在紧密联系中不断共同作

用,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基础上增强教学的

有效性,是实现深度教学和体现课堂活动生命

力的有效途径。在该教学模式引领下,教师注

重对学生进行深入的思维引导和思维技能训

练,不断增强教学的有效性,最终达成地理核

心素养培养的目标。

一、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理论依据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以思维活动为主线

组织教学,引领学生不断发展思维和提升能

力,既体现深度教学的基本理念,保障学生在

深度的思维活动中实现高质量的学习,又能实

现核心素养培养的目标要求。
(一)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理论剖析

1.思维型课堂教学的概念

思维型课堂教学始于强调思维结构本身

的三棱思维结构模型[1],通过提高认知问题和

营造良好的认知环境,将内涵于学科知识中的

思维结构展示给学生,同时以思维监控引导学

生反省并优化自身的思维活动,从而促进学生

思维能力的提升、思维品质的养成。思维型课

堂教学理论着眼于课堂教学中的思维活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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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认知冲突、自主建构、自我监控和应用迁移

四个方面的基本原理[2],构成思维型课堂教学

的四个主要环节[3]。其中,认知冲突是激发思

维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

中,当现有情境与原有知识结构出现无法兼容

的状况时,认知冲突就自动生成,从而激发学

生思维的运作;自主建构是指学生通过主动探

索,调动已有知识结构,并结合自身经验尝试

解决现有问题;应用迁移有助于学生发现新旧

问题间的共同要素,尝试将已有知识运用到新

的问题情境中;思维监控是指学生对自己的思

维活动进行自我反思、检验,通过对比学习结

果与既定目标,对思维活动进行不断修正。思

维型课堂教学聚焦思维结构的“学思维”活动

课程[4],旨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其实践表明:思维型课堂教学可以有效地促进

师生互动,激发课堂的思维活动,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2.思维型课堂教学与深度教学

思维型课堂教学是实现深度教学和提升

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深度教学是面向

深度思维的教学,要准确把握学科的本质和知

识内核,旨在触动学生的情感和思维的深度[5]。
深度教学遵循“4R教学”的策略,即:丰富性教

学(Richnessteaching)、回归性教学(Recursion
teaching)、关联性教学(Relationsteaching)和
严密性教学(Rigorteaching)[6]。思维型课堂

教学强调行为、思维、情感的互动,特别注重在

各个环节中引发学生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让
学生在深度的思维中实现高质量的学习。思

维型课堂教学关注学生思维的生成、活化、历
练与提升,关注学生在探究和共享中的思维体

验,有助于教师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以问题

解决或任务驱动组织各种学习活动。从深度

教学的效果来看,学生的抽象、概括、辩证等逻

辑思维被不断激活,对问题和规律进行全面分

析和多角度思考,其思维的深刻性日益增强。

3.思维型课堂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

思维型课堂教学对核心素养培养具有统

摄性的理论指导意义。思维活动是师生之间

的核心内容,其中思维引导过程与核心素养培

养目标的形成具有密切的联系。思维型课堂

从符合学生学习发展的思维规律出发,围绕问

题解决组织教学活动,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

的不同阶段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和训练目标。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养成

善于思维的习惯,从而使学生理解思考问题时

的逻辑体系,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策略,
形成重组优化的思维结构。学科思维训练在

素质教育中居于核心位置,是创新教育的中心

环节[7]。思维型课堂教学以发展学生思维能

力、培养学生思维习惯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任

务,依据思维发展规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学科

思维训练,使学生从掌握学科知识上升到发展

思维,不断提升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其目的

在于促进学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

方法,从而提高知识获取和综合运用以及知识

创新的能力,以积极的思维活动达成核心素养

的培养目标。
总之,思维型课堂教学以思维活动作为前

提条件,促使学生主动认知和深入思考,实现

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提升。教师通过问题

解决和情境创设,运用问题式、项目式等教学

方式,不断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不断提高学

生的思维参与效度;学生通过主动探究问题获

得科学的思维方法,使思维结构得到不断优

化,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促进学生思

维结构优化和自主建构的基础上,思维型课堂

教学有助于课堂教学发挥更大的效益。
(二)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特征分析

1.教学目标:注重培养地理思维能力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是基于地理学科的

性质和特点构建的。围绕以培养地理思维为

核心阶段展开的课堂教学模式,体现了地理核

心素养对培养思维能力的目标导向。从地理

核心素养视角出发,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在教

学目标上反映了思维活动不同层次的行为结

果,渗透着不同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内涵,体
现出地理教学过程对思维深刻性的要求。在

结果性目标上,包括了解、理解、应用的知识层

面,以及模仿、独立操作、迁移的技能层面;在
体验性目标上,包括经历(感受)水平、反应(认
同)水平、领悟(内化)水平。所以,地理思维型

课堂教学从深层次的思维能力出发,让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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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问题和地理规律进行积极的思维体验,在
地理思维能力提升中不断唤醒创新意识和开

发创新潜力。

2.教学内容:注重训练地理思维方法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在内容上强调对相

关的地理概念、规律、原理和理论进行深入的

分析和应用,涉及因果关系、空间关系、对比关

系、时空关系、数量关系等分析与训练,包含着

逻辑推理、综合分析、发散思维、创新思维等灵

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在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的层面,引导学生进行多角度思考和深入思

考,抓住各种地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且预

见其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培养其思维的广阔性

和深刻性。在训练地理思维方法方面,可以把

地理知识转换成多种类型,包括:间接知识转

向体验性知识,静态知识转向动态知识,孤立

知识转向关联知识,单一知识转向多元知识。
这些地理思维方法体现了地理知识的应用价

值,对全面提高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是很有必

要的。

3.教学方式方法:注重强调多元途径

地理教学活动的形式既包括问题解决、意
义发现、项目研究等创新教学模式,也包括图

像教学、思维导图教学、概念图教学等具体方

式方法。这些教学模式方法强调以学生为本

的基本理念,从适合学生的心理和思维出发,
注重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的积极

思维,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表现,形成自主探

究、合作交流的新型课堂教学结构,有利于构

建充满活力的高效课堂。在这种多元途径下,
学生的创新情感被激发,学生探求未知事物及相

关领域的兴趣增强,学生获取新知识、信息的能

力被提高,地理核心素养的目标就会水到渠成。

4.教学环节:注重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以思维活动促进教

学过程的动态生成,把知识与生活经验进行完

美结合,让学生在能力提升、创新创造中进一

步谋求自我完善。一方面,它从行动和思想上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地理问题的思考活动,引导

学生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

生的思维过程不断得到深化,从而提高学生学

习能力;另一方面,它在不同教学环节给学生

提供创新发展的机会,以问题思考和师生互动

形成学习共同体,学生在对话、理解、交往、合
作中获得自主发展,使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得

以最终实现。
(三)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功能探讨

1.提升地理课堂教学效果

思维型课堂教学能够发挥提高教学效能

的关键作用。思维型课堂教学主要关注地理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训练和实践。地理形

象思维训练包括表象加工、表象转换、表象记

忆、表象迁移、表象想象等内容;地理抽象思维

训练包括概括、判断、推理、辩证思维、区域综

合分析、比较、时空思维等内容。通过挖掘与

呈现知识背后的思维规律,引导学生加以掌握

和应用,使学生适应不同知识应用的发生情

景,通过对地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使学生充

分理解地理知识,形成正确的地理思维方法。
另外,地理思维型教学关注学生地理学习的思

维方法和过程,能够全面、系统地提高学生的

思维能力,有助于满足学生积极思维的需求,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特别是思维导

图、概念图等认知工具,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

的认知思维结构,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

效果。

2.培养地理思维学习意识

围绕地理思维培养学习意识,把提高学生

地理综合素质贯穿到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需
要把发展地理思维能力作为地理核心素养培

养的重要目标。地理思维能力是将地理学科

的自身特点与思维科学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形
成思索地理问题、解决地理问题的一种独特方

式[8],表现为学生能够主动地运用分析、综合、
概括、抽象、比较、等方法进行一系列思维活

动[9]。地理思维学习意识是解决地理问题的关

键因素,有助于学生对地理事物本质特征和内

容联系进行深入思考,通过分析地理问题正确

认识地理概念和地理原理,形成具有广度和深

度的地理思维能力。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依

据思维发展规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地理思维

训练,促进学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

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和解决地理问

题,具有发展学生地理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

29



优势。

3.落实和发展地理核心素养

思维型课堂教学在功能取向上分为三类:
以传授思维技能为主的技能取向型思维教学,
以激发学生情感意志为目的的情感取向型思

维教学,在理解知识的过程中促进思维发展的

知识理解取向型思维教学[10]。地理核心素养

的培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方法,使
学生在地理思维引导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尤其是通过项目式、主题式等教学

实施,可以使学生专注于深度思维的学习过

程。高中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实验研究

表明,“思维型”课堂教学对提升地理教学效果

十分有效[11]。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是地理核心

素养养成的关键,尤其体现了思维的敏捷性、
深刻性、创新性。思维的敏捷性表现为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思维的深刻性表现为培养学生深入思考地

理问题,把握各种因素间的联系;思维的创新

性表现为培养学生通过思维的发散,进行多方

面、多角度的独创思考。只有把系统化的学科

知识与深入的思维活动相结合,通过引导学生

进行主动思考和深入理解,才会让学生拥有良

好的思维品质和综合思维能力,使学生的地理

核心素养得以真正发展。

二、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模式架构

思维型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在不同阶段、不
同环节引导学生在知识构建和问题解决的过

程中进行地理思维的建模训练,关注具体的思

维操作水平。
(一)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三个阶段

从整体实施模式上看,地理思维型课堂教

学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12]。它遵循

学生思维发展规律,以学生地理思维能力培养

为核心,强调在不同阶段完成相应的学习任

务,通过问题引领和思维训练达成地理核心素

养的培养目标(详见表1)。地理思维型课堂教

学的三个阶段分别是:(1)课前以“问题思考”
为主,注重地理问题在思维上的自主性和独立

性,以对地理问题的深度解读确保课前预习的

充分准备;(2)课中以“问题拓展”为主,强调地

理问题在思维上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以对地理

问题的深度对话确保课中探究的逐步推进;
(3)课后以“问题反思”为主,突出地理问题在

思维上的批判性和延展性,通过对地理问题的

深度引导促进课后拓展的有效开展。

表1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三个阶段

教学阶段 教学任务 具体内容

课前“问题思
考”:地 理 问
题 的 深 度
解读

课中“问题拓
展”:地 理 问
题 的 深 度
对话

课后“问题反
思:地理问题
的深度引导)

(1)梳理知识 教师指导学生主动学习地理教材内容,对教材进行结构化处理,构建基本的地理知识

(2)尝试解惑
教师引导学生提出疑惑或假设,思考和分析相关地理问题,激发问题意识,把地理问
题作为思维的引擎

(3)自我评价 教师要求学生关注自己对地理问题的完成度、规范度

(1)探究问题
师生聚焦于地理问题的学习,共同对地理问题进行发现、聚焦、思路分享,从知识、方
法、思想等方面促进地理问题的解决

(2)互动合作 围绕核心地理问题展开讨论,提升团队意识,发挥合作效能

(3)成果分享
教师把思维活动引向深度学习,给学生提供交流表达的机会和氛围,让学生学会倾
听,指导学生深入理解

(1)总结与反思
师生共同分析,包括知识收获、方法感悟、能力获得、情感体验等,提高学生的认知水
平以及应用迁移等方面的能力

(2)检测与评价
师生评价学习效果,促进认知。具体形式包括:学生个人自我评价,完善课前导学
单;组内“结对”互评,督促“潜能生”的完成情况;教师评价,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团
队学习质量评价

(3)应用与迁移
教师引导学生针对不同情境选择学习方法,不断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
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二)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主要流程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主要流程按照四

个原理所对应的四个环节进行(如图1所示)。

(1)创设问题与动机激发:教师提出问题,产生

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给学

生创设利于讨论交流的课堂环境;学生形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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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思维和主动学习的动力,快速进入课堂学习

状态。(2)思维互动与主动建构:教师以小组

合作探究的形式,设置层层递进任务,与学生

进行互动交流;学生在合作探究中,积极思考

问题,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在解决问题中不断

进行深度思维。(3)思维监控与梳理归纳:教

师积极地进行引导,给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支

架;学生进行知识梳理和方法概括,形成清晰

的思维结构。(4)拓展提升与应用迁移:教师

以概念图、思维导图的形式使学生的思维过程

可视化;学生在新问题情境思考过程中,不断

进行多元分析,实现创新创造。

图1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流程

  (三)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思维建模

思维建模是指学习者在新认知结构的形

成中需要依托对具体问题进行外显化的思维

操作活动方式,通过理解建构和模型表达,促
进学生对知识形成深层理解。它作为地理思

维型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者在认知顺

应中形成新认知结构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

进一步实现地理思维的创新和拓展。地理思

维型课堂教学倡导“5W”思维模式[13],包括知

识结构、认知方法、问题解决等内容,对学生地

理思维的培养和提升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

在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构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思维建模训练(如图2
所示),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具有地理思维特点

的学习方法和问题解决方法。

图2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5W”认知思维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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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维建模中,学生的思维操作活动以构

建地理思维模式和引发认知冲突为主,要求基

于地理问题思考的独特视角以体现其多角度

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水平。具体的思维

操作活动可以按照4级思维水平来组织(详见

表2),在教学实施中进行适当增减,灵活进行。
表2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思维训练活动的水平

层次 主要内容 教学设计 教学效果 参考问题

1级

通 过 分 析 材 料 认

识地理事物,培养

地理形象思维

把各种地理现象或规律通过直观

的形式展示出来,引导学生形成感

性认识

学生能够充分运用形象

思维的丰富材料,用地理

形象思维奠定地理抽象

思维形成的基础

你认 识 该 地 理 事 物

的程 度? 你 能 否 描

述该地理事物?

2级

通 过 分 析 地 理 问

题形成认知冲突,
初 步 构 建 地 理 规

律的新认知结构

设计获取有关地理要素信息的活

动,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概括,领会

地理事物的特征;对观点进行论证

以及对所传达信息进行表述,形成

对地理问题解决方案的认同

学生能够分析与综合地

理事物;把握其动态发展

特征与规律

你能 从 中 获 得 哪 些

信息? 你 能 从 中 筛

选出 哪 些 重 要 的 信

息?

3级

通过多角度思维,
引 导 学 习 者 对 地

理 问 题 形 成 创 新

理解和意义表征

设计创造性和拓展性问题,引导学

生理清解决思路,形成地理问题解

决的不同线索;运用相关地理原理

和规律,对地理问题解决方案进行

再组合、再创造

学生能够剖析、追问地理

事物不同要素之间的内

在联系,并融入自己新的

体验

你能 想 到 多 少 种 解

决方 案? 你 如 何 选

择优化的解决方案?

4级
超越认知冲突,提
升创造性思维

设计高级认知问题,引导学生从多

方向、多角度大胆质疑、探究;鼓励

学生对地理问题进行独立评价与

反思

学生能够提出创新方案,
达到地理思维活动的最

高层次,使其心理活动得

以升华

对问 题 解 决 你 有 什

么创 新 想 法? 你 能

预测其演变趋势吗?

三、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实施路径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的实施关键在于以

培养学生地理思维为导向,通过各种思维活动

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和探究学习,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深挖思维型教学素材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重在挖掘能引起学

生积极思维的教学素材,这些思维型教学素材

能以问题和案例的形式,为地理课堂教学提供

培养地理思维和提升思维能力的教学依据。

特别是以“活动”形式展开的地理教学素材,包

括思考类活动、探究类活动和实践类活动等。

这些思维型教学素材具有以下特征:(1)情境

性,体现为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历经观察、发

现、思考和辩论的地理思维发展过程;(2)问题

性,体现为通过引发各种问题形成问题链,给

学生提供探究的空间,使学生逐步掌握发现、

提出、思考问题的能力;(3)生成性,体现为引

导学生在体验、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

领悟。地理思维型教学素材贴近学生知识水

平,与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有利于

问题式教学的开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培养学生

地理思维能力。

(二)积极开展思维实践活动

地理思维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培养学生的

过程分析和问题探究等地理关键能力为主要

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

真正实现“教、学、做合一”。其实施的一般步

骤包括确定实践活动项目、提出问题、实施过

程(实验过程、开展考察、实施调查)、成果展示

和效果评价等关键环节。思维实践活动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既是一种应对现实问题的

能力体现,也是一种内在品质,即意识和习惯。

特别是关于问题解决的思维实践,通过设置问

题情境,引导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进行推理,形

成新认知结构的假设和推断,可以促成学生对

地理问题形成理解认知结构的同化和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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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实践的角度来学习地理,重

视生活经验与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不同的任

务划分,为学生搭建展示的舞台(积极参与交

流互动)。学生通过进行思维和方法的综合应

用,可以增强对地理问题的理解、运用和分析

能力。

(三)促进思维可视化教学

思维可视化(ThinkingVisualization)是基

于“图式(schema)”的思维方式,强调以图解方

式形成知识网络,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

建立创新型思维方式。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

的主要认知工具包括概念图、思维导图等,使

学生对相关的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地理规律

达到深入理解,在帮助学生理清地理知识脉络

的过程中,有利于对知识进行高效的记忆、理

解和运用。同时,它也能为学生创造性思维活

动提供学习框架,形成解决问题的智能方案。

为促进地理思维可视化教学的有效实施,地理

教师需要挖掘地理知识中的有效思维,对学生

进行认知可视化及思维建模工具的训练,把开

展思维可视化贯穿地理教学活动的始终。

(四)加强思维方法训练

地理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分析综合、

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辨想象等凝练的思维

方式,学生对地理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完成从

表象上升至理性的认识,旨在培养学生认识地

理规律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思

维体系。地理思维方法的具体训练内容包括:

(1)形象思维训练,展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景

观照片,使教学内容直观化,引导学生进行想

象、模拟;(2)空间思维训练,借助想象把某种

事物在自己头脑中进行定位和图文转换的训

练,采取“以点串线、以点带面”的思维推导方

式;(3)逻辑思维训练,引导学生绘制知识结构

图,建立知识逻辑关系,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推

导地理过程,归纳总结地理因素,分析地理问

题的原因;(4)比较思维训练,以表格形式,加

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要素的落实,突出主要

特征的比较。地理思维方法的训练应该重视

创新教育的思维向度,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

和集中思维,特别是关于地理要素因果关系的

思维训练,包含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因果兼

有、多种因果联结、过程与结果随机变化等思

维类 型[14],可 以 不 断 强 化 学 生 的 地 理 核 心

素养。

四、结 语

地理思维型课堂教学重视地理问题的思

维价值,以思维活动引领教学过程,有助于形

成灵动的课堂教学形态,是提升地理课堂教学

质量、促进核心素养培养的桥梁。它要求从基

于“思维型”的角度进行地理课堂教学设计,在

实施过程中不断引领学生积极思考:一是通过

质疑问题、深度思考,不断培养学生的思维方

法和习惯;二是通过协作交流、发挥学习共同

体作用,使学生增强全面、深入思考问题的能

力;三是通过问题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意义建

构,及时点燃学生创新创造的思维火花。只有

把思维活动、地理思维方法训练等作为地理思

维型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环节,才能使

学生在自我发展中养成地理思维习惯、具备地

理思维能力、提升地理思维品质,从而使地理

核心素养的培养得到落实和强化。为进一步

实现高层次地理思维的教学,还要深入研究地

理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继续关注学生如何对

地理问题进行推理、评价和判断,进而推动课

堂教学改革的纵深发展,达成地理核心素养的

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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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ArchitectureandImplementationoftheGeographicThinkingModeofClassroom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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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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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nking-basedclassroomteachingisaneffectivewaytoachievein-depthteachingandim-
proveteachingeffect.Ithelpstocultivategeographicthinkingabilityandachievethelandingofgeo-
graphiccoreliteracy.Thinking-basedclassroomteachingconsistsofthreestages:pre-class,in-class
andafter-class.Theknowledgesortingiscarriedoutinfoursteps:problemcreation,thinkinginterac-
tion,thinkingmonitoring,andexpansion.Intheprocessofguidingstudentstobuildknowledgesys-
temandsolveproblems,teachersshouldtrainstudentsina"5W"thinkingmodel.Specificthinking
trainingactivitiescanbedividedintofourlevels:understandinggeographicthingsthroughanalysisof
materials,cultivatinggeographicthinkinginimages,formingcognitiveconflictsthroughanalysisof
geographicissues,andinitiallyconstructinganewcognitivestructureofgeographiclaws,guiding
learnerstoformanew understandingandknowledgeaboutgeographicissuesthrough multi-angle
thinking,andenhancingcreativethinkingbytranscendingcognitiveconflicts.Intermsoftheimple-
mentationguidelinesforgeographicthinkingclassroomteaching,teachersshouldgodeepintoteach-
ingmaterials,activelycarryoutgeographicpracticeactivities,promotevisualizedthinkingteaching,
andstrengthengeographicthinkingtraining.
Keywords:geographyteaching;thinkingclassroomteaching;in-depthteaching;thinkingtrainingac-
tivities;geographicthinkingin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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