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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中的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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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地理教学中的环境教育问题，在地理教学中开展环境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关系，以及地理教学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接着详细介绍了地理

教学中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策略，包括优化教学设计，整合环境教育内容，运用多样化教学活动。最后通过“荒漠

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和“区域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以山西省为例”两个案例分析，展示了如何应用

情境教学法和分组讨论法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地理教育与环境教育结合具有重要价值，应当在地理教学中广泛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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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教育旨在引导学生认识环境问题，培养学生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1]。可持续发展意识则是环境教育

的核心目标，它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同时，考虑

到环境的承载力和未来世代的需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对高中生开展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

续发展意识，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促

使学生积极参与环保行动，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1　地理教学与环境教育的关系

地理教学与环境教育之间存在着紧密而深刻的联系。

1.1地理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有利于开展环境教育

地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涵盖了自然地

理和人文地理等多个方面。自然地理包括气候系统、水循

环、生态系统等。通过学习自然地理，学生能够理解人类

活动如何影响气候系统、水循环系统、生态系统，以及这

些变化对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潜在影响。人文地理关注人类

如何与自然环境互动，包括人口分布、文化差异、经济活

动等。通过学习人文地理，学生可以理解社会经济因素如

何影响环境，以及如何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实现可持续发

展。这种综合性使得地理学科能够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环

境问题的成因、影响和解决措施。

1.2地理学科具有区域性特点，有助于学生认识不同地

区具体的环境问题

地理学科不仅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也具有鲜明的区域性

特点[2]。不同地区的环境问题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

当地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例如，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水资源匮乏，

土地荒漠化问题严重。这一地区的环境问题主要源于其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如大风天气多、植被覆盖率低等，

同时也与人类过度开垦、放牧等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密切相

关。在环境教育中，通过对西北地区的研究，学生可以了

解到该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以及水资源合理利用、防风固

沙等环境治理措施的重要性。

而我国南方地区，降水丰富，河网密布，但也面临着水

土流失、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与西北地区不同，南方地区

的环境问题更多地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污染、农业面

源污染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有关。通过对比不

同区域的环境问题，学生能够培养区域认知能力，认识到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深入研究、学习区域地

理，能够使学生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的环境状况和可持续发

展面临的挑战。

2　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策略

2.1优化教学设计

教师需要深入研究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结合高中地理

教材内容，梳理出与环境相关的知识点，制定明确的环境

教育目标。在设计、制定教学目标时，既要有理论依据，

又要贴近教学实践。在制定环境教育目标时，要充分考虑

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水平、兴趣点以及生活背景。高中

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

复杂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因此，教师可以设计具有一定高

度的环境教育目标[3]。例如，让学生理解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分析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以及生态破坏的危害；掌

握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应对措施，认识到人类活动在

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探讨资源的有限性和合理利用方

法，培养学生的资源节约意识，等等。此外，环境教育目

标应具体、明确，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清晰的方向感

和目标感。同时，目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即学生能够通过

具体的学习活动达到这些目标，从而增强学习的成效感和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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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整合环境教育内容

地理教材中的环境教育内容往往分散在各个章节中，

教师需要将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整合，构建一个逻辑清晰、

内容全面的环境教育知识体系。这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

握环境问题的本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教师可以按照环

境问题的类型进行整合。例如，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

壤污染等内容归为一类，分析它们的成因、危害和防治

措施；将森林砍伐、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内容归

为另一类，探讨生态破坏的原因和保护策略。通过这种整

合，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差

异，形成系统的环境知识框架。

教师也可以围绕“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将环境教育

内容与地理学科的其他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讲解

农业区位选择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

响，以及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学习工业区位选

择时，可以探讨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如何通

过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来减少工业污染。这样的整合能够

让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同时，深刻理解环境问题与人类

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从而更好地树立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

3　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案例分析

3.1案例一：“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

为例”

在讲解“荒漠化的防治——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这一

内容时，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设情境，让学生深刻感

受西北地区荒漠化的现状和危害。

首先，教师使用多媒体展示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图片和

视频；展示大片沙漠侵蚀绿洲的画面，狂风卷起沙尘弥漫

天空的场景，以及被荒漠化破坏的农田和村庄。这些直观

的视觉材料能够让学生仿佛置身于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环境

中，真切地感受到荒漠化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

大影响。然后，教师讲述一些与西北地区荒漠化相关的故

事或案例。比如，讲述某个村庄因为荒漠化而被迫搬迁的

故事，或者介绍一些当地农民在荒漠化土地上艰难耕种的

经历。这些真实的故事能够触动学生的情感，使他们更加

关注荒漠化问题。

通过分组讨论，学生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西北地区

荒漠化的问题，还能够培养合作学习的能力和团队精神。

同时，学生在讨论中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增强他

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学生会认识到荒漠化的防治

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的事情，更是每个人的责任。

3.2案例二：“区域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以山西

省为例”

在讲解“区域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以山西省为

例”时，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情境创设方式，让学生深入了

解山西省的资源开发状况和面临的环境问题。

教师首先使用多媒体展示山西省丰富的煤炭资源，如大

型煤矿的开采场景、堆积如山的煤炭等，并告诉学生全国

火力发电用煤基本上是山西供应的。然后，教师使用多媒

体展示山西省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包括长期粗放式导致

地面塌陷形成的大坑、地面裂缝、房屋倒塌的“悬空村”

、被污染的河流和灰蒙蒙的天空，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粗放

式煤炭开发对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通过运用情境教学法和分组讨论法，学生可以了解山西

省的地理特征、资源状况和环境问题，掌握分析区域资源

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山西省案例

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他们会明白资源开发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该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4　结语

高中地理教育为环境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载体和实

践平台。高中地理学科涵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

方面，能够从多角度呈现环境问题的成因、影响和解决措

施。另一方面，环境教育为高中地理教育赋予了现实意义

和价值导向。环境教育强调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培养，促使

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同时，思考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

关系，将地理知识应用于实际的环境问题分析和解决中，

从而增强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将地理教育

与环境教育相互结合，可以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因此，在今后的地理教育教学中，应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地

理教育与环境教育相互结合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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