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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薛青河

（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及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

背景下，信息化条件下，高校教师和未来基础教育教师角色由课程的执行者转变为课程开发者。那么，以培养合格中学地理教师为目标

的集宁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如何与中学地理课程改革接轨？本文以乌兰察布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开发为例，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以乡土地理为例，增强高师、中学教师合作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与能力；以教师为核心，深入开发反映本市特色及有代表性的课程资源；

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开展乡土地理教学实践活动，促进课程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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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相继颁布了高中、义务

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及修订版。同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乡土地理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2023 年 5 月，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教学

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普通中学乡土地理教学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集宁师范学院作为乌兰察布市唯一的地方本科院校，其定位

是具有师范特色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乌兰察布市及周边地

区的中学地理教育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师

范类专业认证的背景下，开设具有地方特色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乡土地理课程资源亟待开发。同时，针对乌兰察布市乡土地

理课程资源开发研究，与初高中地理课程改革接轨，对中学乡土

地理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新课标背景下乌兰察布中学乡土地理教学现状

2022 年版《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从课程性质、理念、目

标、内容、学业质量及课程实施多方面对乡土地理教学提出了要

求，如课程根本理念之一“优选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的地理素材。”反映了乡土地理教学的重要性。课程内容（二）“认

识区域”中认识中国内容包括认识家乡的内容，教学提示结合学

生的生活体验主动学习及培养问题探究的意识和能力等。课程内

容（四）“跨学科主题学习”中，要求对家乡资源利用、环境保护、

乡村振兴等典型案例进行多学科合作探究。学业质量“认识中国”

中要求能够在认识家乡的地理实践活动中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

具有为家乡环境保护作贡献的社会责任感（地理实践力）；课程

实施中以“认识家乡”等为例提出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设计要

聚焦重点内容的具体教学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以乡土地理知识为载体，体现了更贴近

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实际的基本原则。课标在必修、选择性

必修及选修课程中都表现出在真实的情景中或用实例开展相关问

题研究，反映出贴近学生生活的乡土地理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

通过地理科学专业本科生在乌兰察布市中学进行教育实习的

调研及对教师访谈了解到，在新课标颁布的背景下，中学乡土地

理教学改革正在进行，乌兰察布市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研究

工作亟待深入，中学地理教师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二、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高师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开发状况

在 2017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

法（暂行）》的背景下，集宁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地理

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要求几经修订。按

照 2020 版、2022 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开设的乡

土地理课程有专业选修课《内蒙古地理》（24 个理论课时，8 个

实践课时）和《乡土地理学》（24 个理论课时，8 个实践课时）。

而经过论证，在专业认证视野下，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中乡土地

理教学应加强，地理科学专业应开设的乡土地理课程有专业选修

课《内蒙古地理》（16 个理论课时，8 个实践课时）、《乡土地理学》

（8 个理论课时，24 个实践课时）和《乌兰察布地理》（16 个理

论课时，16 个实践课时）。由此可见，增加《乌兰察布地理》课程，

乡土地理课程的实践课时亦有待增加，因此，乌兰察布乡土地理

课程资源亟待深入挖掘。

在教学中，乌兰察布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主要通过专门

课程、综合实践及中国地理课程的实践课、其他课程的课堂案例

等形式。在综合实践课方面，主要通过组织专业参观、野外实习

等方式，地理科学专业自然地理野外实习地点主要在集宁、凉城、

察哈尔右翼前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等旗县，通过野外实习增强学

生对家乡的了解与热爱。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开发对地理教师的专

业素质与能力要求较高，乡土地理案例开发有待深入研究。

教师以及各种层次的教育研究人员构成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

他们自身创造性智慧的释放和创造性价值的实现，是课程教学不

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多年来，地理科学专业教师在教研科研

工作中，通过著作、科研教研课题研究等方式对乌兰察布乡土地

理课程资源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青年教师还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竞赛等活动通过研学的方

式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但是，面对中学

乡土地理教学的需求，乌兰察布乡土地理案例开发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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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地理教师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三、乌兰察布市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开发的条件

乌兰察布意为“红山口”，乌兰察布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

部，阴山山地横贯全市中部，由大青山、灰腾梁等阴山支脉组成，

构成全市的脊柱。地理区位优越，历史上是重要的军事要塞，红

色文化资源丰富，有老虎山人民英雄纪念碑、集宁战役纪念馆等。

市政府所在地集宁，是集二线上的重镇，据集宁路古城考古大发现，

元代就是中原通向漠北的关键位置所在。今乌兰察布市交通便捷，

是连接华北、西北、东北三大经济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我国通往

欧洲、蒙古和俄罗斯的重要通道。

乌兰察布市自然环境具有过渡性特征，乌兰察布市位于我国

晋冀山地、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错地带，阴山构成季风区、

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及内流区与外流域的分水岭。内蒙古是北方

农牧交错带所占面积最大的省区，包括 44 个旗县，其中有乌兰察

布市的 11 个旗县市区。乌兰察布市以阴山为界构成草原游牧文化

和平原农耕文化的二元文化，属于西部蒙汉混合文化区。

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丰富，因其大地构造位于华北台地北缘

中部，地质构造复杂，成矿地质条件多样，矿产丰富，种类齐全，

且矿种配套程度较高。乌兰察布市是蒙古和华北植物区系成分相

互渗透的地区，野生植物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土壤主

要为棕钙土、栗钙土、栗褐土三大类。乌兰察布市光能资源、太

阳能资源、风能资源丰富，乌兰察布市阴山北部有效风能储量在

1000kW˙h/ ㎡，是全区风能贮量最丰富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乌兰察布市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十分强劲。根据各

盟市的三次产业比重，乌兰察布市属于以工业为国民经济主体，

第一产业比重相对高的类型。工业五大主导产业：冶金工业、化

学工业、建材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中共十九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3 年乌兰察布市持续推

进“麦菜薯、牛羊乳”六大产业行动，走好具有乌兰察布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四、乌兰察布市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开发的建议

（一）以乡土地理为例，增强高师、中学教师合作开发课程

资源的意识与能力。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深化行动方案》重点任务之一“课程方案转化落地规划行动”中

包括：制订课程实施的区域规划、制订课程实施的学校规划及健

全课程实施监测体系。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可以在制

度上给予适当的支持，鼓励高师教师与中学地理教师合作，依据

新课标，结合最新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研究初

中与高中、高中与高师乡土地理教学的联系与区别，促进初、高

中与高师教学的衔接，因地因校制定乡土地理教学方案，有力地

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落实。

（二）以教师为核心，深入开发反映本市特色及有代表性的

课程资源。“乡土地理”研究正处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接

点上。乡土地理贯穿高校地理教学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核

心问题。大学教师可针对乌兰察布市丰富的自然、人文、社会经

济发展等方面的课程内容进行相关的课题研究，开发最典型且最

具特色的地理课程资源，如跨学科研究乡村振兴案例及农牧交错

带农业化、工业化与生态安全协调的问题等等。同时，在相关课

程教学中，教师能够运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及地理学科教学论

等教师教育类课程的理论与方法对乡土地理案例进行有效教学，

并通过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环节与初中、高中教师沟通合作增

强开发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技能，为中学地理教学服务。

（三）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开展乡土地理教学实践活动，促进

课程资源开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着时代的发展，

素质教育改革逐渐深入。自《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颁布以来，初中、高中地理基础教育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强调

突出学生为中心的主体地位，改变以往培养学生的模式，也推动

了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方式的转变。

“乡土地理”是高师地理科学专业区域地理课程体系中的实

践课程，以普及地理知识为目标的中学乡土地理教育及以培养应

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师乡土地理教育中都体现了实践性的特点。

因此，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开展乡土地理实践教学活动，利于学生

素质的提高。如在深入展开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化发展案例实

施中，使学生置身于家乡发展的大背景中，教师引导学生走出校园，

发现生活生产中的问题，增强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同时课程建

设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将可以呈现的教学素材与学生的认知水平

紧密结合，制定出周密的教学计划，需要分阶段培养、重视过程

以及合理评价，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激发了学生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五、结语

随着乌兰察布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乌兰察布市蕴含有丰

富的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在中学地理新课标颁布及师范专业认证

的背景下，贴近学生生活的乡土地理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高师与中学教师、学生及各行业专业研究人员等深入合作开发乡

土地理课程资源亟待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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