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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核心素养内涵分析与培养途径探究 
◆刘  永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四川成都  6101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积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成为学科教师教学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才能具备适应自身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世界观、价值观。

因此，高中地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实现学生人地协调观、思维能力、区域认知能力以及地理实践能力的提

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此，本文针对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核心素

养的内涵以及培养途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期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积

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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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阶段的地理教学，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应对高
考，而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学
生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观察不同区域的人文自然特征，正
确的认识我们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而开拓视野，了解并掌握
地理环境的现状，进而去保护和开发地理环境。也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规划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尽可能
的降低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不良影响，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相
处，互惠共赢。而想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有意识的去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而高中地理核心学科素养的培养，就是指在教学的过
程中，学生需要掌握能够促进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备知识和
技能，掌握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观念，以实现自身
人格的健全。所以，积极探究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内涵和培养途
径，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高中地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 
就目前而言，针对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内涵还没有明确的而

达成共识，但是就相关学者、教育专家以及教师的观念理念上，
可以大致认为是需要学生掌握能够适应自己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的地理知识和相关的基本技能，要具备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品格和情感，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世
界观、价值观等等。所以，在具体的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针对
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学生人地协调观、地理思维
能力、区域认知能力以及地理实践能力的培养上。 

首先，所谓人地协调观就是高中地理教学的核心理念之一，
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学生人与地理环境和谐相处且可持续发展

的观念。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掌
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是
为了培养学生把握众多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建立相应的地理知
识结构体系，改变以往侧重于记忆和对问题局部解的学习状 ，
实现学生思维的开拓创新，促进学生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相互
结合，实现感性和理性的认知的相互结合。另外，所谓区域认知
能力就是指人对区域的正确认识，能够在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整体
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区域实现准确的定位，能够对正确
识别地图并进行有效的分析。 后，地理实践能力，就是注重学
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能够自行寻找感悟和发现、分析以
及解决问题，形成科学的方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特定的逻辑思维，
以达到地理认知的高水平。 

2、高中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途径 
2.1 结合地理实际案例，培养学生良好的人地协调观 
高中地理教学更多的是围绕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展开的，而

良好的人地协调观，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
联系生活实际，与真实的地理实际案例为依据，开展教学活动，
以提高地理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首先，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人地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如地

理环境可以对人的社会生活以及生产活动产生影响，不同地域的
人，在生活、饮食以及文化会产生差距。而人的社会生产活动，
对地理环境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如科技的进步，能够将地理
环境向着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方向改造。其次，深入挖掘课本中人
地协调的案例素材，进行学生正确人地协调观的培养。例如：在
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开展以“私家车和公交车”
为主题的辩论赛，以这两种出行方式谁更好进行辩论，让学生认
清其与自然生活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让学生
通过对地理知识和生活现象之间的联系，更清楚的认识人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系。 

2.2 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能力 
首先，结合高中生的认知规律，逐渐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

导，以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利用开放性地理问题，以问题探
究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以培养学
生良好的思维能力。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此来活跃学生
的地理思维能力。要合理的引入现实生活中的力，帮助学生更好
的理解地理知识和概念，让学生实际调查和发现分析生活中的地
理现象。 后，借助地图和多媒体当教学工具，将静 的课本知
识转化为形象的动 知识，地图直观、形象，教师要引导学生学
会读地图，根据地图的相关要素分析和总结归纳区域的地理特征
以及演变过程，这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形象思维，又可以培养学生
的抽象思维，从而实现学生理性思维和感性认识的相互结合，提
高学生的动力思维能力。 

2.3 合理进行比较，提升学生对区域的认知能力 
总体而言，高中地理知识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因此，在

实际的地理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对地理区域的正确认识，在
把握不同区域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能够对不同区域进行准确定
位。但是现实当中，但是很多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具备一定的
识别地图的能力，却无法针对地图进行有效分析，这就需要教师
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地域分析能力的培养，通过对地图的使用，积
极展开对比、比较，相互比较的方式，打破传统地域学习中死记
硬背的方式，让学生在对比中掌握学习的主动性，强化学生图文
转换和空间想象力，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4 适当引入调研活动，深化学生地理实践力 
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出来的，需要在

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户外考察、社会调查、模拟实验等调研活动，
让学生在自己动手的实践过程中提升个人动手能力，实现个人地
理素质的提升。在具体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为学生创
造更加开放的课堂，在课堂与课外搭建有效的连接纽带，引导学
生将课堂中学到的具体地理知识与方法灵活应用到实践活动中
去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实现更好的发
展。 

3、结语 
总之，高中地理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不仅是新课程改革

的理念要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必备的一项素质，因此，
高中地理教师必须加强足够的重视，深入了解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的内涵，通过对学生人地协调观、地理思维能力、区域认知能力
以及地理实践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掌握能够适应自己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的地理知识和相关的基本技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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