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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方法探究

赵仕贤

（赫章县第一中学，贵州 毕节 553200）

摘要：在高中的教学体系中，地理可谓是占据重要的教学地

位，特别是在国家提出“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背景下，地

理的重要性越发的突出。然而，在当前的教学模式中，逐渐暴露

出了一些长久存在的问题，教学模式较为固定，课堂教学没有新意，

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等，对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是有所欠缺

的。因此，教师要想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生，必须要对当前的

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从而让学生主动投入到高中地理的学习中。本文将结合个

人实践对高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方法进行探究，

以期能对广大高中地理教师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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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学科相对来说是一门学习难度较高的学科，不仅要

求学生有较强的罗辑思维能力，还涉及很多概念和原理等内容，

具备一定的抽象性，因此学生学习起来较为吃力。但是，只要学

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具备一定的学科核心素养之后，学习难度将会

大大降低。高中地理的核心素养包括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地

理实践力、地理区域认知素养等多方面能力。基于此，教师在平

时的教学活动中不能只想着如何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更

应该从多方面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以提升他们的地理核心素养，

让他们在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中培养出良好的创新能力、学习能

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面对学习和生活。

一、灵活创设教学情境，增强学生人地协调观念

人地协调观是高中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核心素养。教师在

为学生培养这一素养的时候，可以从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

关系着手，通过地理课程的学习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明

白在生活中要保护好地理环境，守护好祖国的生态，在日常生活

中自觉做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尽管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但是

却面临着人口众多的问题，因此，每一点资源都是极为宝贵的，

我们要本着每一点资源都是宝贵财富的态度处理这些资源，保护

保好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一味的理论说教又太过于无趣，

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和逆反心理，所以，教师要在教学内容中

穿插一些有趣的内容，以此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三章中《农

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这一课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则可以结合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认识地图的能力，之后在讲解中国各

地方农产品的主要种植区分布的时候，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特

色的气象条件种植最为适合的农作物这一理念普及给学生，人类

在自然的面前可以说渺小的不值一提，因此，我们要顺自然，和

自然和谐共处。另外，教师还可以举一些实际生产中的农作物作

为案例，让学生对和自然和谐相处又跟深刻的认识，比如大豆可

以固定大气中的氮气为氮元素，增加土壤的肥力，因此农民总会

隔几年就种一年大豆改善土壤环境。再如人参所需的营养物质较

多，长期种植容易将土壤榨干变得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农民

会让土地在种完一年人参之后，好几年内不再种植任何作物，以

此让土地休养生息，用自然的力量慢慢修复土地。

二、分层次推进教学，发散学生的思维

想要为学生培养出创新能力，必须要在他们的思维中渗透创

新的理念。对于高中生来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学习之后，他们具

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是因为忙于学习一直没有时

间和平台在实践中展现这些能力，因此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没能

得到锻炼，都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因此，地理教师中可采取

分层教学的方法，先从在课上开展实践性为题探究活动开始，初

步为他们培养出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的雏形；之后再为学生布置

一些实践探究性作业，让他们能在生活中运用自己所学到的地理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三、走进现实生活，提升学生地理认知能力

高中地理课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内容多样、知识体系庞杂，其

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这虽然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多

的难度，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考，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地

理知识很容易和生活建立紧密的联系，学生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以机会运用到地理知识。基于此，教师应当尽量将地理中的知

识点串联起来，把各种繁复的地理知识打碎重组，以实际生活中

的地理现象为依托，引导学生以辩证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思考、

分析、解决生活中问题，这样做将地理课堂的教学效率提升到新

的层次，并且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培养出实践能力和人文情怀，

使他们的认知能力大大加强。

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地球上的大气》这一章节内容时，

即可和我们生活中的天气现象联系起来。天气和我们每个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我们每天在出门之前都会查看天气预报决定今天穿

什么衣服，是否要携带雨伞等。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就天气这

一主题开展实践活动，记录本地这一个月内的天气，并结合全球

大气特点，分析本地气候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认真分析各种天

气背后的大气成因，以实例分析增强自身地理认知能力，把理论

的知识实践化。

四、结语

地理教学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必须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如何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的途径提升高中学生

的地理核心素养，需要学科教师发挥的集体智慧，为学生搭建自

主探究的桥梁，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提升他们的竞争力，让他

们以较强的综合素质走上更高的平台。同时，教师要在高中地理

教学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让学生能够真正地走进地理世界之中，

从而能够学有所获，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及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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