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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地理的核心素养培养研究
——以农业复习为例

陈　晨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萃文中学，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认识区域是初中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是认识区域地理特征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基于区域地理的农业复

习将教学内容重新整合，在真实情境中引导学生有效运用地理工具，完成自主分析和构建知识框架，实现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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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完成地理课程基础学习任务后，具备

基础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应用思维和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地

理核心素养，促进学生思维、认知和技能的巩固与发展，教师应

结合学情，创设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真实情境，有效引导学生构建

知识框架，形成知识迁移运用的能力，为高中学习农业区位因素、

分析自然环境整体性和差异性等方面奠定基础。

一、研究背景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

地理学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特点有助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如：人口、

资源、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义务教育阶段地理课程理

念从课程目标、结构、内容、教学方式、评价等方面提出了根本

要求：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具备生态文明理念。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是指培养学生

从不同空间尺度认识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综合各种地理要素，

系统、动态、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

初中地理教材七年级下册、八年级全册分别以认识世界上的

不同国家或地区、中国的基本地理面貌、中国的四大地理区域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视角，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不同区域尺度

的地理特征和人地关系。从学习内容方面来看，由于分属于不同

尺度的区域，各自的地理要素相似性和关联性较低。学生掌握的

是不同尺度的区域地理知识，还未能从中总结归纳出地理环境的

特征及分布规律，把握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本质。因此，

在复习阶段，如何利用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及联系，帮

助学生形成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区域地理农业生产复习课教学案例

（一）确定复习主题，研读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认识区域分为“认

识世界”和“认识中国”两大部分。在学习“认识世界”部分后，

学生要能借助地理工具全面认识不同尺度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

从地理视角分析形成人文地理的特点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

“认识中国”部分，除描述地理特征外，学生还需要能够比较区

域差异，说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关系。两个主题具有

较高的相似性和明显的差异性，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迁移运用

认识区域地理特征的基本方法，培养、锻炼学生分析归纳的能力，

同时通过对比教学，帮助学生认识地理事物的本质规律。

八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读图、分析、归纳能力，能够通

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但较为缺乏深度思

考问题的思维能力，需要通过问题导向进行逐步的深度学习。因

此本次复习课的设计旨在通过引导学生梳理相关知识点的结构框

架，厘清各地理要素的关联性，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思维方式和

迁移能力。

（二）确定教学目标，整合复习内容

农业生产是初中地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类生活多

个方面产生影响，同时，又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

自然特征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初中阶段

的农业生产条件分析主要从水热条件、地形地势、灌溉水源

等方面展开，与气候分布及特征、地形分布、河流的水文特征等

内容联系紧密。

根据课标指导，学生要学会运用地图和相关资料认识问题，

描述基本信息，概括规律，运用规律进行分析。按照课标对不同

尺度区域的要求，结合农业生产中的自然因素影响，本次复习课

设计了三组对比，分别是国家对比组、大洲分区对比组、中国区

域对比组。综合农业生产要素和区域的典型自然特征，确立了本

课的教学目标（见表 1）。

表 1 基于课程标准的地理核心素养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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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一种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人类生产活动，学生分析生产

条件有范围广、线索复杂、综合难度较高等困难。其学习方式多

为理解陈述性知识的方法，灵活运用知识的经验少，对自然地理

特征的作用认知水平较低。设计情境时，必须结合学情，由浅入

深地将对比活动层次化，逐步增加地理要素，使学生认识自然地

理特征的丰富性、递进性。因此选择区域时，首先对比同纬度地区，

突出水分差异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其次，对比温带与热带地区，

用气候的季节差异表现水热组合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后，对比

中国不同海拔的区域，分析得出地形地势对气温、降水产生影响

进而导致同一种农作物生长差异的结论。

3. 转换教学主体，实施课堂教学

（1）突破常规教学，发挥主体作用

传统教学模式中，区域地理的教学任务一般从读地理位置（经

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开始，确定基本的自然环境；其次，利用

地形图完成某区域地形地势分析，通过气候直方图或分层设色的

气温分布图、降水量分布图分析区域气候类型及特点。

农业生产条件分析的学习建立在基本自然特征信息收集的基

础上。教师的教学设计大多分为“自然条件”和“经济生产”两

大模块，利用设问完成过渡。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活动形式为：

读图—收集信息—回答问题—总结归纳。教学模式化固然能以较

高效率完成教学，但“教教材”易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或形成“填

鸭式”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教师专业能力

的提升。

复习课设计将“区域差异”前置，设计贴近生活的情境，使

学生从中获取信息并产生疑问，确定研究范围，学生通过探讨预

设的层次性、半开放性问题，达成引导学习效果。由学生对比不

同区域的生产条件差异，联系气候、地形等知识经验，分析找出

原因，全面且有针对性地总结出相应规律，积极发挥教师引导和

学生活动学习的双主体作用。

（2）创设问题情境，精炼学习任务

情境 1：水热组合的差别效应

加纳沿海和西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北部高原属热带草原气

候，分雨季和旱季，5 至 10 月为雨季，11 至次年 4 月为旱季。木

薯是加纳最重要的主食，喜高温，耐旱耐瘠，高产和全年可收获。

满足年降水量 356~500mm，年均温 18℃以上，阳光充足，土层深

厚，排水良好的土地即可种植。

印度大部分属热带季风气候，6 ～ 9 月为雨季，10 月至次年

5 月为旱季，西部的沙漠是热带沙漠气候。印度农业以种植水稻、

小麦为主。水稻是好暖喜湿的短日照作物，播种期日均温需要在

10 ～ 12℃以上，齐穗期的候均温要求高于 20 ～ 22℃ . 单季、双

季稻要求年降水量分别在 750mm 和 1500mm 以上。

任务：

①利用智慧平板找出合适的地图并观察，说出加纳和印度的

气候特点。

②根据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描述加纳种植木薯或印度种植水

稻的有利条件。

③结合图文资料，分析加纳、印度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讨

论灾害产生的影响。

设计意图：

通过学生自主选用地图进行收集信息并分析，提高学生地理

实践力和归纳总结能力，为构建知识框架奠定知识和能力基础。

结合图文资料，从自然特征的角度描述种植木薯、水稻的有利条件，

探讨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能够加强学生的区域认知，增强学生

的综合思维，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

情境 2：餐桌上的色彩学

利用多媒体展示欧洲西部家庭美食和东南亚地区的常见美食

的餐桌图片。

任务：

①找出两个餐桌上有哪些食物，并将它们进行分类，说明分

类标准。

②根据自定分类标准，研究饮食习惯与自然特征的关系。

③从图片中选择一种符合或接近自己生活习惯的饮食，并说

明理由。

设计意图：

自定分类标准的设计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旨在

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联系饮食差异与自然特征，引导

学生学以致用，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同时考查学生对家乡自

然特征的了解程度，实现乡土地理教学目标。通过了解不同地区

人类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强化学生的人地协调发展观念。

情境 3：油菜种植调查报告

油菜属喜凉作物，生育期长，营养体大，结果器官数目多，

需水较多。据试验，种子发芽的最低温度 3—5℃，昼夜温差大，

有利开花和角果发育，增加干物质和油分的积累。要求土层深厚，

结构良好，有机质丰富，既保肥保水又疏松通气的壤质土。下表（表

2）为江汉平原、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油菜生长数据统计。　

表 2　江汉平原、雅鲁藏布江谷地油菜生长数据

江汉平原 雅鲁藏布江谷地

种植期 9 月中旬至 10 月播种，翌年 5 月收获 4-9 月

千粒重 2.5 ～ 3.5 克 千粒重 4 ～ 6 克

含油量 42% 以上 43%-52%

任务：

①根据油菜生长习性，选择并研究其中一个种植区的优势条

件。

②比较两地油菜差异，分析形成差异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③请判断扩大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油菜种植规模是否可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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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理由。

设计意图：通过比较同一种农作物在不同环境内的生长差异，

深化学生对中国的区域地理认知，突出地形地势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使学生了解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人地关系是影响农

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探究雅鲁藏布江谷地的生产规模，引导学

生树立对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观念，深化人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观念。

（3）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分层作业

作业一：根据课上三个情境中影响自然特征的主导因素，整

理绘制思维导图，要求：有逻辑，能体现各因素间的联系或规律。

作业二【乡土地理】：参考课上情境，设计一份安徽农业生

产建议书，要求：体现安徽的区域地理差异，建议具有一定的针

对性、实践性和生态价值，字数不限。

设计意图：

作业是检查学习、复习结果的重要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区域地理农业生产复习的作业设计既要促进学生知识

结构化，又要促使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形成。通过绘制思维导图，

整理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地理要素，呈现各地理要素的独特性和

相互关联的特点，增强学生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构建学生的

知识体系。课标要求学生能尝试用绿色发展理念，对家乡发展规

划提出合理建议，可以把认识家乡的内容融入“认识中国全貌”

和“认识分区”中。安徽的地理位置特殊，由淮河一分为二，皖

北属于北方地区，皖中、皖南属于南方地区，在地理特征和农业

生产方面具有鲜明的差异。研究安徽的内部差异有利于学生巩固

中国南北方的认知，树立因地制宜的发展观念，增强学生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意识。作业二需要学生具备较高水平的综合思维和区

域认知，要能从科学辩证的人地协调观角度去提出建议。在设计

时考虑到学生能力水平，将作业一设置为必做作业，作业二为选

做作业，注重学生的基础夯实和能力提升，兼顾促进学生的个性

发展。

4. 综合多种评价，促进个性发展

本节课引导学生按照从部分到整体的顺序，巩固农业生产知

识。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组合、增减，设置层次性的探究任务，

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是评

价学生能力、素养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要对学生的各种表现予以肯定和相应的评

价，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和感知自身的不足之处，从而进

入深度思考、学习的境界（见表 3）。课后作业关注学生的地理

学科素养，关注学生信息整合和逻辑思维能力，为后续的复习提

供明确的方向。

表 3 情境教学评价量表

水平 表    现 自评 师评

教教学

一 能从图文资料中找出区域的基本地理特征，不能准确描述生产条件。

二 说出区域地理特征和农业生产条件，在教师引导下，初步解释气候、地形特征对农业生产影响。

三 整合气候、地形和农业生产知识，清楚说明区域生产条件，分析差异的原因、影响，探讨现状与发展。

作作业

一 思维导图写出地理要素，结构不清晰；建议书写出安徽省内部差异和主要农作物，不能写出有效的建议。

二
思维导图标注各要素的规律、特征，有一定逻辑关系；建议书根据安徽内部差异，简要说明主要农作

物的种植条件，建议较为简单。

三
思维导图展示各要素之间的关联、综合效应，结构清晰，重点突出；建议书写明安徽内部的种植差异，

写出农业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方案。

三、结语

本文基于教材基础知识，结合学情和教学情况，对教学内容

进行整合，采用读图、阅读文本、探究等方式，帮助学生认识到

农业生产分析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学会把握问题重心，全面、

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地理学科知识和学

习方法的迁移运用，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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