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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协调观”是人们在地理学习的过程中对人类与地理环
境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理 解和判断，是对协调好人类活动与
地理环境关系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根本看法和认识观点。“人地协
调观”是学科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地理教育的 “灵魂”和核心，是“立德树人”学
科育人价值的重要体现。中学地理教学能否有效落实、系统培
育学生的人地协调观，是衡量其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

1　教师层面的策略
1.提高教师自身的素养
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落实核心素养是现代高中课程的重要

目标，而人地协调观是核心素养中的重要素养，对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人地协调的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教师要在课堂中渗
透人地协调观的相关意识理念，有效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素
养。教师可以通过对教育部相关文件进行学习、参加与“地理
核心素养”相关的讲座以及观看在线直播等方式，从而加深对

“人地协调观”素养的理解，并要加强职前培训以及在职教师
定期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从而提高教师对学生人地协
调观培养的重视程度。

1.2更新自然地理的教学方法
在自然地理教学中，促进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的多样性，不

但能够引起学生对地理的兴趣，还有助于人地协调观素养的落实。
教师可以通过与“案例探究”的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
人地协调观。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1，每一章节都会列举出典型的
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知识点，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除了将书中的案例呈现给学生之外，也
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些贴近生活的案例和近期发生的案例。例如，

“流水地貌——滑坡和泥石流”的学习，学生在对泥石流的概念、
危害、治理措施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后，基于学习迁移理论，可以
结合“浙江丽水滑坡”案例进行探究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
相关知识的理解，还能进一步促进人地协调观的形成。另外，案
例中设有问题“滑坡多发地区具有怎样的自然环境特征”，让学生
在讨论中得出结论，教师引导学生从人为原因和自然原因两方面
来分析，更进一步理解人地关系，体会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整体
性，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

教师可以通过实践来强化人地协调观的形成，在地理教学中，
实践可以将教材上的知识与现实相结合，学生在实践中理解与感
悟人与自然的关系，依据“经验之塔”理论，通过实践收获的知
识比通过语言符号获得的知识记忆更深刻。例如，在讲到“西南
地区滑坡”内容时，利用GIS软件，定位到我国西南地区，学生
可以从卫星影像中观察到该区域滑坡的分布状况，并可以读出相
关信息。

2　学生层面的策略
2.1提高对人地协调观素养的理解
除了教师讲解之外，学生应该积极主动加强对人地协调观素

养的理解。例如，在课后，可以通过书籍、网络新闻等形式加强
对人地协调观的认识，了解关于当前人地关系问题相关的热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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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地协调观是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是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中自然地理的教学中，通
过落实教师、学生和学校关于人地协调观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对学生的正确价值观的培养，社会主义和谐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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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积极理解当前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当前
面临的问题以及造成问题的原因等。在高中地理课程学习中，地
理学科无论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都重视学生人地协调观的
培养，尤其在高中地理必修一自然地理教学中，所以学生要认真
学习课本知识，增强自身地理科学能力，提高自身的人地协调观
素养。

2.2提高对“人地关系”问题的关注度
在自然地理学习当中，很多人地关系知识都与实际生活息息

相关，学生应该结合所学 知识，积极思考及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简单或复杂的地理事象，从而提高自身运用人地关系知识解决
生活中人地矛盾问题能力。例如，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地关系问
题，善于观察身边地理环境的变化，积极思考导致该地区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原因以及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等，
提高对当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等的关注度，争取成为和谐社会的
建设者。

3　学校层面的策略
3.1提高对地理学科的重视程度
地理虽然对于文科生也属于高考科目，但是相对起语、

数、英这三大科目来说，学校对地理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够，地理
课本来安排的课时就不多，而文理分班之后，很多学校会减少理
科班地理学科的课时数。以至于很多教师为了加快教学进度而忽
略了学生人地协调观素养的培养。地理学科的学习，有助于学生
具备对其未来发展有用的品格及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念。所以，学校应该提高对地理学科的重视程度，注重学生人
地协调观素养的培养。

3.2加强学校地理学科资源配置
很多中学地理教学硬件设施除了各学科共用的教学设备以外，

就只是一些地球仪、地理挂图等，这不利于落实地理学科的核心
素养，所以学校需要提高地理硬件设施的配置。例如，学校可以
配置一些地理标本模型（如风蚀地貌，流水地貌等）、地理实物等，
或者设置地理园，来供学生参观和学习，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学生
的学习兴趣，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例如在湘教版
地理必修一教学中，讲到“风力侵蚀地貌”内容的时候，很多学
生因为居住地与风沙强劲的地区较远，对这一知识不理解，若实
验室有相关的模型来辅助教师教学，学生就更加容易理解该原理，
同时还能在教学当中增强学生的环境意识，提高学生的人地协调
观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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