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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教学与防灾减灾教育 
顾  薇 

(江苏省如东县实验中学) 

摘要：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分布广、危害大，而中学地理教学核心是“人地关系论”，编写有自然灾害相关的内容。因此，中
学地理教学是防灾减灾教育的主要途径。我们可以主要从加大重视程度、提高防灾减灾意识、普及灾害基本知识、编制校本教材、
举办防灾演习、提升地理教师的专业水平等方面，通过中学地理教育，使国民从小培养防灾减灾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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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加强防灾减灾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是全球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地区之一，我国自然灾害种类

多、频率高、分布广、地区差异大，汶川地震、西南大旱、玉树地

震、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对我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

极大危害，因此最大程度减少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是我

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加强防灾减灾教育的可行性 
自然灾害是人地关系极端不协调的表现，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活

动的反作用。地理学其核心就是“人地关系论”。地理新课程标准

也反复强调，要树立科学的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地理教材也编写了与自然灾害有关的内容，为中学防灾减灾教育提

供了大量的素材。“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也指出：“教育是减轻

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因此，中学地理学

科在灾害教育有效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学校开

展灾害教育的主要途径。 

三、加强防灾减灾教育的意义 
中学生是未来的接班人，祖国建设的栋梁。中学是学生逐步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思维开阔，接受能力强。因此中学地理灾害教育所产生的教育意义

是不可估量的。防灾减灾教育将提高学生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掌握

防灾减灾、逃生避难的技能，培养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环境观和价值观，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念和行为模式。 

四、加强防灾减灾教育的主要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李景霞、张英在文章《中学的灾害教育》中指出：灾害教育主

要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灾害意识为核心，以防灾减灾为目的，使他们

掌握基本的灾害知识与逃生自救技能，辩证地对待灾害的发生过程

与发展规律。同时，发达国家多年的防灾减灾经验对我国也有很大

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中学地理教学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

成防灾减灾教育。 

1.利用国家政策加大学校灾害教育重视程度。 

政府灾害教育的态度决定了学校灾害教育的态度，政府灾害教

育政策是学校灾害开展的指挥棒。我国的灾害教育起步晚，重视程

度还不够，学校灾害教育没有强制规定，灾害教育目标不明确，学

校灾害教育课程研究少，缺乏相应的考核与评价机制。政府急需出

台相关教育体系，明确灾害教育目标，制定灾害教育指导纲要, 加

大灾害教育投资，编排更系统、规范的灾害教育课程，建立合理的

考核与评价机制。推动中学灾害教育顺利高效地进行。 

2．利用地理知识树立正确的防灾减灾意识。 

防灾减灾意识直接影响着防灾投资态度、防灾效果和应灾心态

等，科学的防灾减灾意识有利于防灾减灾活动的成功。我国防灾减

灾工作起步较晚，国民防灾意识薄弱，因此往往导致灾后损失惨重。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部分学校的防灾减灾教育进行了调研，结果

显示，仍有不少学生自然灾害基础知识匮乏、防灾减灾意识淡薄、

避灾自救技能缺乏。 

地理新课程改革已将自然灾害教育融合到地理教材中，目的直

指提升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利用地理教学培养学生的防灾减灾意

识是当前首当其冲的一项重要任务。 

3.利用地理教材普及自然灾害基础知识。 

在知识层面掌握各种自然灾害基础知识，可以使学生有一定的

理论支撑，在真正面对灾害时临危不乱。 

中学地理教材中，有一定讲授自然灾害的章节，如初中地理特

别是中国地理部分的地震、火山、泥石流、寒潮、台风和水旱灾害、

长江和黄河的综合治理和利用等，高中地理天文灾害、气象灾害、

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通过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自然灾害的类

型、分布、成因、规律和危害等，掌握应对一些常见自然灾害时的

正确逃生方法，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并使学生意识到遵循自然规

律，合理开发和改造环境，保护环境，使地理环境向利于人类发展

的方向发展。 

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没有明文规定学校自然灾害教

育，没有明确学校自然灾害教育目标。同时，考虑升学竞争，学校

用于防灾减灾教育的时间有限，课程资源也很有限。 

4．编制校本教材，培养应对本土灾情的能力与责任感。 

基于中学生的年龄结构，学生对发生在身边的灾害兴趣较浓

厚，且灾害教育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一门课程，注重培养实际灾害发

生时的应对能力。因此乡土灾害教育显得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中

学地理教材灾害教育部分尚未设立乡土灾害教育课程。学校可聘请

专家指导教师结合乡土地理、时事热点与教材灾害教育章节适当整

合，就本土灾害现状、形成原因、前兆预警、发展规律、应急手段

等编制校本教材，不仅容易激发学生热情，提升学习效果，更能培

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强烈情感和责任感。 

五、小结： 
当然，除了中学地理教育，社会还可以通过设立自然灾害教育

中心、纪念馆、博物馆，利用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防灾

减灾知识，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提升教育效果。2013 年，教育部基

础一司委托中国教育学会选择适当地区建立了“学校安全教育平

台”，其中设置了灾害教育相关课程、技能训练、活动开展、测评

及教育教学资源库，很大程度提高了学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自然灾害是自然地理环境演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虽然自然灾

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其规律性，我们完全

可以通过教育，将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特别是人为原因造成

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希望可以通过中学地理教育，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升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发

挥地理学科在防灾减灾教育中优于其它学科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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