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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在高中地理试题中的渗透研究
许辉平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福建 漳州 363200）

摘要：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时期正是文化国际化时期，这也表明中华民族同时刻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此时弘扬我国优良传统文化，

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发扬民族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在 2016 年，中国国家教育部出台了《关于 2017 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

的有关条款，明确指出了“增加中华传统文化的考试内容”。在高中地理教育实践，老师们可以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渗透到

地理试题当中，并借此以适应高考变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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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立德树人的基本目标，教师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地

理核心素养。地理学核心素质主要包括了人地和谐观念、综合思考、

地域意识和地理学实际能力。同时，也需要教师在教学上，尝试

去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关教学内容。在历史地理课程

中，教师着重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有助于学生形成

合理的人地和谐观点，并发展学生的综合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

地域感知力、家国情感和传统文化教育创造力。在高中地理试题

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方式，

它不仅仅可以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培育任务，更是学生全面发展

以及立德树人任务落实的基础。

一、高中地理试题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一）高考改革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对于高考的相关内容也

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尤其是在高考部分修订内容中明确提出了要

增加传统文化的考试内容。目前，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学科的案例

已经存在，但是大部分还是局限在语文和历史两个学科，在其他

学科涉及的相对较少。因此，将传统文化内容与高中地理试题相

结合是高考改革发展的必要举措，这是该考改革对于地理学科提

出来的基本要求。

（二）高中地理教学的要求

地理课程标准是地理授课以及地理考试的重要方向。在高中

地理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提出需要在教学内容上融入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的内容。在制定新版本地理教材的时候也要增加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因此，在高中地理授课内容以及高中地

理试题之中渗透传统文化是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高中

地理教学的要求。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创造最终留下了的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化，这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如今世界

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国际国内的形式尤为复杂，此时

文化自信以及文化坚定显得尤为重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象

征，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需要将中华

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基础，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们的文

化自信心以及文化自觉性，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将中华传统文化渗透到高中地理试题之中，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与继承。

二、地理试题渗透传统文化的思考与对策

（一）提高重视程度，增加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理试

题

想要将中华传统文化渗透到高中地理试题之中，那么就可以

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让学生们去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

挖掘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理知识，从而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以及

考察学生地理知识的目的。现阶段，高中地理课堂教学对于中华

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程度并不高，甚至还有部分教师认为学习传

统文化是语文和历史教师的任务。因此，想要将传统文化顺利地

渗透到地理试题之中，首先要做的便是提升思想的重视程度。具

体的做法可以是提升地理试卷中渗透传统文化的试题数量，增加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地理试题分数，还可以将渗透传统文化的地理

试题划分成为必考题目等，这些手段都可以提升教师以及学生对

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

（二）提升地理素养，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的多样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广袤大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中

有着深刻的地理印记，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我国丰富多彩的优

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

此，高考地理试题中可以应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型丰富多样。

当前，高考地理试题中对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

国传统艺术、中国古代科技的应用较多，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国

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古代宗教的应用较少，甚至并未

直接应用，而仅是间接体现出来，对中国古代制度没有涉及，需

要提升高考地理试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应用不同类

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而不是集中于某几种，从而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提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例如：广东汕尾渔歌《我有渔歌几千箩》中有这样的歌词：“要

斗渔歌行磨来……我有渔歌几千箩，三只虾船载唔了，搬起滩头

高过山。”

1. 材料中歌词体现了下列哪种地貌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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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表喀斯特地貌 B. 风积地貌 C. 海蚀地貌 D. 海积地貌

2. 汕尾渔歌的主题大多都是反映汕尾渔区捕鱼生产劳动和生

活实践的内容。汕尾地区是我国著名的海洋渔业产区之一，其自

然原因是（）

①濒临南海，海岸线狭长，多优良渔港②光热丰富，雨量充

足③劳动力丰富④海湖兼备，海产品丰富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④

【答案】1.D 2.C

分析：本题围绕“汕尾渔歌”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进

行试题的命制。汕尾渔歌是广东汕尾地区的传统民间音乐，作为

中国传统艺术属于精神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容

反映的主要是汕尾渔民的真实生活。汕尾临海，渔业发达，多渔

民，汕尾渔歌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海洋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这两道题都是较为基础的题目，第 1 题考查自然地理部分的常见

地貌类型，是自然地理，渔歌的歌词“搬起滩头高过山”中“滩头”

一词体现出的是海积地貌；第 2 题考查人文地理部分的农业区位

因素，劳动力丰富不属于自然原因。

（三）提升地理能力，创新试题设问方式

在处理地理试题的时候，学生们首先需要从试题的文字以及

图片中来获取和地理相关的信息，然后就相应的信息进行综合分

析，了解具体的地理空间，回忆起与该地理空间相关的自然与人

文知识，最后则是了解相关地理知识的演变过程及其原理。在地

理试题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时候，大多是也是遵循这样的思想。

例如：素有“东方好望角”之称的中国某海滨小城，正面对

着中华大陆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当地住宅、道路均依地势而建。

在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的山坳里，房舍多用石头建造，而房顶瓦片

上也多压着石头，构成了“屋咬山，山抱屋”的石砌建筑群。并

据此完成了下列小题。

1. 该镇位于（ ）

A. 海南省 B. 广东省 C. 浙江省 D. 山东省

2. 该镇石砌建筑主要是为了抵御（ ）

A. 寒潮 B. 台风 C. 泥石流 D. 冰雹

【答案】1.C 2.B

该案例所应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为石砌建筑群，属于

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华优秀传统物质文化。石砌建筑群依地势而建，

内在隐含了顺应自然、人地协调的环境观，是人地协调观的体现。

第 1 题考查地理环境对聚落的影响，第 2 题考查自然灾害类型。

在试题设置的时候，教师可以尝试创新问题的提问方式，从

全新的角度和思路来设置问题，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学生采用常规

的思维去思考以及回答问题，对于学生发散性思维以及综合地理

能力有着较大的帮助。不过，归根结底，在高中地理试题之中渗

透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向终究是从原因、原理、特征、影响等角度

进行设问。

（四）增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意识，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主要引导者，在地理教学中加强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涵，因此首先要求教师提升学生在地理教学

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和地理课程融入并能有运用到地理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

有优秀的传统文化素质，如果教师自身传统文化素质水平不高，

就无法在教学地理课程中有效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老

师只有在切实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基础上，才能准

确理解传统文化教育中蕴藏的地理知识点，才可以在教学实践课

程中合理利用传统文化教育素材，从而推动了学校教师地理知识、

能力、素质，以及传统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

（五）关注文化遗产，灵活挖掘教学素材

教师应充分挖掘能够有效应用于地理教学中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素材，例如文化遗产。经前文分析可知，高考地理试题中

所应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有相当一部分为文化遗产，包括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遗产易于

作为地理试题素材，也是有效的地理教学素材，教师可以多关注

文化遗产名录，挖掘能够与地理课程有效结合的文化遗产，探寻

文化遗产中的地理现象、原理和规律，有效开发教学素材。如将

“二十四节气”融入试题。二十四节气指二十四时节和气候，是

我国古代所制定的一个用以指示农事活动的补充历法，早在秦汉

时期，二十四节气就已经完全确定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

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体现了人们可以在认识和利用

规律的基础上造福人类。2016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

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纳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

图 1

2017 年地理高考模拟试卷（3）（新课标Ⅰ卷），中国早在

秦汉年间就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图 1 所示）。它是先民通过

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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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至今，“二十四节气”对生产

生活仍然在发挥基础指导作用。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1. 考虑“二十四节气”的节气含义，可概括为三类，其中不

包括（ ）

A. 反映季节时令类    B. 反映月相变化类  

C. 反映气候特征类    D. 反映动植物表象类

2.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清明早小满迟，谷雨种

花正当时”的农事谚语，其中“种花”是指（ ）

A. 种花生    B. 种向日葵    

C. 种棉花    D. 种油菜花

3. 中国的民间习俗从冬至起开始“数九”，每九天算一个“九”。

第一个九天叫做“一九”，第二个九天叫做“二九”……以此类推。

最后一个“九”即九九，大致在每年

A. 立春前两三天进入    B. 雨水前两三天进入  

C. 惊蛰前两三天进入    D. 春分前两三天进入

【答案】1.B  2.C  3.C

解析：主要考查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在古代所制定的一个用

以指示农事活动的补充历法，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长年经验的累

积结果和聪明才智的结晶。由于我国古代是一种农耕社会，农民

必须严格掌握阳光运转情况，农活完全依靠太阳光完成。

1.“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先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规律所

总结起来的，既表现的是太阳周年四季变化规律，也可以表现为

季节时令、天气特点、动植物表象等。因为和月相变化没有关联，

不反映在月相变化类，选 B。

2. 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面积种植棉花，棉花的播种季节在

清明和谷雨之间，种花生在谷雨之后，种向日葵在清明之前，黄

河中下游地区一般不适宜种油菜花，选 C。

3. 九九八十一天，从冬至以后算七十二天进入，八十一天结束，

是惊蛰前两三天进入，选择 C。 

图 2

（六）开展研学旅行，提升学生传统文化修养

研学旅行是当前比较热门的一种综合学习实践活动。地理教

师会根据教学的内容以及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特点来为学生们有计

划的安排各种外出实践活动。地理研学的地点大多是一些具有特

殊地形地貌区域、古村落等。在研学旅行中，教师除了为学生们

讲解区域的地理知识、地理特征以外，还可以就地区的历史发展

过程、名人名事进行分享，从而将中华传统文化无形之中渗透到

地理教学之中，这不仅仅可以让学生掌握到扎实的地理知识，还

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例如：读图（图 2）唐代诗人杜甫主要足迹简图，回答下列各题。

1. 有什么样的山河就有什么样的诗。杜甫曾写下了“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关于雪山的诗句，诗中“西岭”

的位置最可能在（ ）

A. 甲省  B. 乙省 C. 丁省 D. 己省

2.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有关杜甫诗句描述搭配正确的是（）

A. 从锋面雨带移动来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发生

在甲省

B. 在乙省写下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C. 在丁省写下了“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D. 在庚省写下了“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答案】 1.C  2.D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在地理试题之中渗透

传统文化的可行性。但是就现阶段的渗透情况来看是不乐观的。

教师必须要提升传统文化渗透到地理试题的意识，采用多样化的

方法，比如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课堂提问、课后作业、考试中等，

在潜移默化之中渗透传统文化。这样不仅仅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扎

实的基础知识，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传统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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