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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出的黄河文化贯穿了中

国历史发展脉络。高中地理学科兼具自然与人文知识体系，

为黄河文化的传承搭建了天然桥梁。利用地理课堂这一阵

地，引导学生领略黄河沿线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挖掘其

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对文化的代代相传意义非凡。

1　课堂教学嵌入黄河文化元素

1.1　自然地理课程中的融合

在高中教育阶段，地理学科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的双重属性，为黄河文化的传承搭建起了理想的桥梁。课

堂，作为知识传授的主阵地，将黄河文化元素巧妙嵌入其

中，能在日常教学里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

热爱，增强文化自信。就自然地理课程而言，鲁教版高中

地理教材为融合黄河文化提供了契合点。例如在讲解“河

流地貌”这一章节时，黄河无疑是绝佳的实例素材。黄河

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发源，奔腾而下，塑造出了丰富且

极具特色的地貌景观。其中，黄河下游的地上河河段，是

河流泥沙堆积作用的典型呈现。教师在课堂上，可先引导

学生从教材原理出发，理解当河流流速减缓，泥沙大量沉

积，河床便会逐渐抬升。随后引入黄河下游地上河的现实

状况，展示其远超两岸地面数米的惊人景象，配合历史上

黄河频繁决堤、改道的资料，讲述沿岸百姓与洪灾斗争、

筑堤防洪的过往。这不仅让抽象的地貌知识变得鲜活，更

让学生深切体会到黄河孕育的坚韧不拔的生存文化，领悟

到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深层关系，让黄河文化在自然地理

知识的包裹下，深植于学生心间。

1.2　人文地理课程中的渗透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人文地理课程聚焦于人类活动与

地理环境的关联，这一板块为黄河文化的渗透预留了充足

空间。相较于自然地理侧重自然要素，人文地理更关乎社

会、经济、文化层面，是黄河文化落地生根的优质土壤，

能助力学生从人文视角深度洞察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例如，在教学鲁教版高中地理“农业地域类型”的内容

时，便可深度渗透黄河文化。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农耕历史。从远古时期开始，

华夏先民就在黄河沿岸的冲积平原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

起独具特色的旱作农业。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可先介绍旱

作农业的一般特点，诸如对降水、土壤肥力的要求等理论

知识，而后话锋一转，聚焦黄河流域。以关中平原为例，

这片被黄河支流渭河滋养的土地，土地肥沃、水源相对稳

定，孕育出了千年不衰的农耕文明。历史上，郑国渠、

白渠等水利工程在此兴建，不断改良土壤与灌溉条件，保

障粮食产出，支撑起周、秦、汉、唐等王朝的兴盛。讲解

过程中，穿插当地古老的农谚、传统农耕民俗，让学生意

识到，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更是农耕文化传承的脉

络，滋养着民族的生存智慧与人文精神，悄然在学生心中

厚植黄河文化印记。

2　实践活动助力黄河文化体验

2.1　地理研学旅行

在高中地理教育迈向素养教育的当下，实践活动成为

课堂教学的关键延伸，对黄河文化传承弘扬有着重要的作

用。它打破传统书本局限，赋予学生亲身感知文化魅力的

机会，地理研学旅行正是其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地理研学

旅行依托真实的地理场景，能够深度贴合高中地理教材内

容。例如，在学习“河流生态系统”相关知识后，组织学

生前往黄河壶口瀑布开展研学。壶口瀑布是黄河流域极具

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它处于晋陕大峡谷，河水汹涌下切，

形成震撼人心的瀑布群。学生亲临现场，能直观观察到教

材中提及的流水侵蚀地貌，深切体会黄河水强大的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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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

之初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黄河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的根

与魂，传播黄河文化是“护根养魂”的大事。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鉴于此，本文将探寻行之有效的黄河文化传承路径，助

力学生深切感知黄河文化魅力，提升地理素养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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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岩石的塑造。同时，此地周边还留存着诸多民俗文化

印记，船夫号子在耳畔回响，传统剪纸艺术、特色面食制

作等民俗活动琳琅满目。学生置身其间，既能把课本抽象

的地理原理具象化，又能沉浸式感受附着于黄河自然景观

之上的民俗文化，在行走中触摸黄河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让传承意识生根发芽。

2.2　地理实验模拟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实践活动是增强学生理解、深化知

识内化的重要手段，更是助力学生体验黄河文化的有力助

推器。相较于研学旅行的实地探访，地理实验模拟有着别

样的优势，它能在校园场景内，低成本且高效地复现与黄

河文化相关的地理现象，让学生近距离观察、探究。高中

地理教材对河流地貌塑造有着系统讲解，地理实验模拟便

可由此切入。以模拟黄河三角洲形成过程为例，教师可准

备透明水槽、泥沙、水等简易材料。在课堂上，先引导学

生回顾教材里河流携带泥沙、流速变化导致沉积的原理，

随后开启实验：将泥沙混入水中搅拌均匀，模拟黄河裹挟

泥沙的水流，缓慢倒入水槽一端，让水流自然流动。随着

水流速度因水槽宽度、坡度变化而减缓，泥沙逐渐沉积，

在水槽另一端慢慢堆积出类似三角洲的地貌。这一过程

中，学生亲眼见证原本抽象的知识具象化，领悟黄河年复

一年输送泥沙、造就广袤三角洲平原的伟大工程。这不仅

加深对地理知识的把握，更能让学生感知黄河孕育大地的

磅礴力量，增进对黄河文化的尊崇，沉浸式体验黄河赋予

华夏大地的独特馈赠。

3　教材拓展深挖黄河文化资源

3.1　补充乡土教材

高中地理教材是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承文化的关键

媒介。在弘扬黄河文化的使命下，仅依靠通用教材略显单

薄，深挖拓展教材资源势在必行，而补充乡土教材则是一

条极具针对性与实操性的方法。高中地理教材虽然搭建起

了地理知识的基本框架，却难以兼顾各地黄河文化的细微

差异与特色，乡土教材恰好能填补这一空白。例如，在讲

述农业地域文化时，通用教材多着眼宏观理论，但黄河流

经区域的不同地方有着独特的乡土农耕智慧。以黄河沿岸

的某个古老村落为例，当地村民世代传承着特殊的灌溉技

艺，巧妙利用黄河水的涨落与地势高差，修筑简易却实用

的引水沟渠，实现旱涝保收。这种传统灌溉方式并未见于

通用教材，却饱含先辈与黄河共生的生存哲学。将这类乡

土内容编撰进补充乡土教材，一来能让家乡就在黄河边的

学生产生强烈归属感，二来为其他地域学生打开一扇了解

黄河多元乡土文化的窗户，丰富学生对黄河文化的认知维

度，让黄河文化在教材拓展中愈发鲜活立体。

3.2　跨学科整合资料

在高中地理学科落实黄河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材拓

展是关键一环，而跨学科整合资料更是赋予这一拓展丰富

的内涵与活力。高中课程体系本就相互关联着，各学科知

识交织，在挖掘黄河文化资源时，需打破学科壁垒，全方

位、多层次勾勒黄河文化的全貌。高中地理教材在阐述区

域地理时，常涉及黄河流域的自然与人文概况。此时，

跨学科整合就有了用武之地。比如在讲述黄河流域的生态

保护时，地理学科聚焦于水土流失成因、植被覆盖与土壤

侵蚀关系等要点。而历史学科的资料可为此补充厚重的背

景，回顾古代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垦、伐木的历史阶段，能

清晰看到人类活动对生态逐步施压的过程，像秦汉时期

关中平原因人口激增，大肆毁林开荒，致使水土流失初现

端倪。语文学科也不甘缺席，诸多流传千古的诗词，“黄

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既能直观反映黄河磅

礴气势，还能从文学意象里，挖掘古人对黄河的尊崇与敬

畏。整合这些跨学科资料进教材拓展体系，学生眼中的黄

河文化将不再单一，而是集自然、历史、人文于一体的璀

璨结晶，滋养他们对黄河文化更深刻的认知。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中地理学科在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征程

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课堂教学嵌入黄河文化元

素，为学生开启认知黄河文化的知识窗口，让文化与学科

知识紧密交融；实践活动助力亲身体验，打破理论局限，

赋予黄河文化鲜活生命力，使其不再是书本上的刻板文

字；教材拓展深挖资源，整合多元学科知识，让黄河文化

的广度与深度得以延伸，构建起更立体的文化体系；校园

文化营造浓厚氛围，让学生时刻浸润其中，在潜移默化里

强化文化认同。这些路径彼此衔接、协同发力，定能将黄

河文化的火种，稳稳传递至青年一代手中，使其跨越岁

月，持续熠熠生辉，为华夏文明的赓续注入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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