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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地理在高职高专院校地理教学中的实践 

龙湘霖 
（贵州省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学工部  贵州铜仁  554300） 

摘  要：乡土地理是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源，在高职高专地理教学中要对乡土地理资源进行引用，从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学

生打造更有价值的地理研究。同时地理专业的学生需要通过研究乡土地理从而对地理研究方法、模式进行掌握，助力学生地理素养

的培养与提升。另外在实践中发展学生研究精神和求实务真品质，帮助学生建立地理深度研究思维，高质量完成地理教学和研究。

本文结合贵州乡土地理探究乡土地理如何在教学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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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高专院校的地理研究内容难度高、复杂度高，很多概

念、理论学生理解的比较浅显，不利于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

进行提升。因此教师可以借助乡土地理的研究引发学生对概念

和知识的深度理解，而为学生打造轻松、和谐、高效的地理研

究模式。并能在乡土地理实践中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推动学生对地理的深层研究和热爱。 

一、乡土地理在高职高专院校地理教学中的重要价值 

高职高专的地理研究内容比较深奥、繁杂，学生在理论研

究中容易陷入思想困局，不能对客观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但是

将乡土地理融入教学能将抽象、难理解的概念、知识点借助生

活中的地理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学生研

究地理需要认真的心态、严谨的探究精神，在乡土地理学习中

学生能对现实中的地理事物进行深度研究和理论分析，从而得

出全面、细致的思考过程，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和热情。  

二、依据乡土地理资源确定乡土教学案例 

乡土地理资源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和实践形式，学生能在乡

土地理资源中发展实践探究力和思考力，因此，教师要为学生

甄选适合的教学资源，达成乡土地理教学案例，引发学生对案

例进行研究分析，更好的探究地位问题和理论研究[1]。教师要依

据本节的教学重点和目标选择合适乡土地理资源，构建凝聚思

考、探究、分析、拓展知识的教学目的。 

如在研究地理地貌时，将贵州地貌特点进行深度研究，贵

州高原山地居多，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三种地形因此有“地

无三尺平”的说辞，其喀斯特地貌是世界最典型的研究案例。

教师将贵州的地理地貌进行多媒体展示，形成地貌研究案例，

让学生分析其成因和影响，如对工业、农业、旅游业等的影响。

这样学生根据贵州乡土地理中的地貌特点能进行地理概念、理

论的研究同时结合贵州的发展方向及趋势进行影响思考，更好

的发展学生研究能力和分析力。达成学生借助乡土地理资源完

成理论解读的目的，培养学生地理研究素养，拓展知识面。 

二、依据乡土地理资源更新课堂教学形式 

地理的研究重在理论探究，通过对理论的深度解读让学生

更好的理解地理概念和知识，从而形成系统的认知。但是较多

的理论灌输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教师可以综合乡土地理资源

更新传统的教学形式，为学生研究地理注入新鲜元素。 

（一）讨论式教学 

让学生根据乡土地理资源结合课本内容进行讨论研究，然

后教师选择一个小组成员进行观点和理论阐述。如研究中国气

候时，教师将贵州的乡土地理资源引入，贵州处于中国西南部，

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维度相对较低，依据其地理环境和位置

探究贵州气候特征、属于什么类型？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贵州

地理位置地图和维度位置进行研究，并结合其地形地貌综合分

析其气候特征。从而达成小组合作探究的研究模式。然后由一

位学生进行观点的综合表述，完成小组合作探究的结果呈现。 

（二）论文式教学 

高职高专学生需要在毕业是撰写论文，从而达成对专业的

解读、对未来发 

展的规划，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乡土地理研究

让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完成实践研究和思考，从而锻炼学生理论

联系实践、深度思考的学习能力。如，教师将贵州的亚热带高

原季风气候特点进行展示，并将贵州地理形态、位置、季风气

候图借助多媒体展示给学生，让学生依据对贵州地理的知识掌

握书写“论贵州气候特点”的论文，这样学生即要将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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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灵活运用，又要解读贵州地理气候特点，从而在理论与实

践中来回穿插，更好的发展学生地理素养和思维，延伸论理研

究宽度和深度，让学生在地理研究中实现对贵州乡土地理的分

析和掌握。 

三、借助乡土地理资源实现教学重难点的解析 

高职高专的地理教学难度和深度相对较高，有些概念和理

论知识比较抽象，学生理解难度高；一些重难点知识的讲解需

要借助实践研究才能进行解说，从而引发学生的深度理解和强

度吸收[2]。对此，教师可以利用乡土地理资源对重难点知识进行

解析，帮助学生简化理解过程，将复杂的概念变得浅显易懂，

并通过举例和探究的方式将重难点细化，引导学生分步、分层

次的学习理解。 

如，研究依据地质地貌特点进行国土资源管理与开发，这

需要综合地质地貌特点、国土资源开发价值和现状、资源保护

及管理等进行研究。由于学生掌握的地理实践案例较少、地理

地貌特点不够全面，因此，需要教师开展乡土地理的研究，从

而综合乡土地理地貌特点研究对国土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方式。

此时，教师将贵州地貌特点用多媒体进行展示，学生通过观看

实际的贵州地貌特点将其具体地貌进行记录，尤其是对卡斯特

地貌的详细记录，将其多彩的卡斯特景观、山脉高耸、切割强

烈、岭谷高差明显等特点进行记录，从而根据当代人们生活和

娱乐需求设计出针对贵州国土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方案[3]。教师对

学生的方案进行点评指正，将不现实的因素指出，引导学生通

过其他方面开展方案设计。从而发展学生对乡土地理资源价值

的高度认可，引导学生以实践研究为基础开展地理理论研究，

发展学生基于事实的研究习惯。这样将难以理解和难以开展的

国土资源管理与开发通过贵州地貌特点进行诠释和解析，从而

让学生深度理解国家政策、计划方案的制定复杂过程，建立以

提升知识储备和能力为基础的学习目标，从而为将来深度研究

地理知识奠定方式和能力基础。 

四、对乡土地理资源开展实践研究延伸课堂教学 

高职高专的地理教学和研究不应局限于课堂，更要走入社

会和自然，在实际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研究和讨论，从而在融入

乡土地理资源的过程中达成对理论的分析和消化，依法学生研

究地理的兴趣和热情，充分带动学生研究地理知识的主动和科

学性[4]。  

例如，教师带领学生走进乌江渡发电厂，通过现场观摩贵

州西电东输的具体形式和资源开发特点从而理解对资源的充分

利用的深刻含义。贵州水力资源丰富，需要得到充分的开发，

从而缓解中国资源紧张问题。学生在参观乌江渡发电厂时对其

工作模式、电力产生量、为国家的贡献值等进行考察，从而理

解发电厂的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掌握西电东输的价值和作用，

建立对贵州资源的价值认可，将旅游业得片面认知改变，全面

理解贵州乡土地理资源的深度研究价值。同时得到贵州电力输

送的深远影响，一是提升贵州地区经济发展，推动械、运输、

化工、建材、煤炭等行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崛起。

二是将贵州这个知晓度低的地区由于开展西电东输的形式让全

中国认识到高原山地的经济价值，让更多人了解贵州、理解贵

州、喜欢贵州。学生经过此次乌江渡发电厂实践，能增加对贵

州的深度了解，同时拓展视野，用发展变化的思想思考问题，

提升学生对地理的科学研究心态。 

总结 

乡土地理是重要的学习资源，教师要认知到乡土地理的实

际价值和学习作用，从而在高职高专地理教学中深化对乡土地

理的运用程度，引导学生借助对乡土地理的实践研究发展学习

方式、建立学习目标，树立人生理想，推动学生个人价值和地

理研究的凸显。同时强化学生对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人文资

源的合理利用，从而科学发展地理学习，实现课堂和实践的深

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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