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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初中地理教学中核心素养培养的实施路径

程晓霞

栩栩如生教育中心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新课标中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等特点。地理学

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解决当代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维护生

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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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课程要培育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人地协调观、

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等。地理核心素养之

一——“人地协调观”是地理课程内容蕴含的最为核心的

价值观，它包含正确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发展观等。

“人地协调观”素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分析、认识和解决

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和谐世界的建设者。对于初中生来说，

目前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

此引导学生建立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学

会关心自然、关心社会、培养其形成科学的生命观就成为

迫切需要。

一、学科为基，突出价值引领

本课立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凸显地理学科育人

导向和价值引领。围绕人地关系选取京新高速、古老工程、

红色产业等案例创设情境、设置问题，融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以及新时代建设取得的成就，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等主题。通过选取丰富地理素材，引导学生关注

生活、观察生活、走进自然、走进社会，学习对生活有用

的地理、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第一部分经济发展交通

先行，2021 年 6 月底，中国最美公路——京新高速公路全

线建成通车。京新高速公路是目前世界上穿越沙漠最长的

高速公路，全长 2 800 余千米，是继连霍高速公路之后第二

条全天候进出新疆的公路动脉，全线通车使得北京，新疆

之间的公路里程缩短了 1 300 多千米。以最美公路京新高速

公路为情景，考查高速公路的分布、沿线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修建公路克服的困难及公路开通后的意义等相关内容。

京新高速公路的修建加强了北京和新疆的联系，增强中华

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修建过程中克服的高温、干

旱、缺水、缺电等重重困难，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和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通过此设计，培根铸魂、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品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学生进取

精神，使学生成为未来新时代建设更好的接班人。第二部

分古老工程生命之源，以坎儿井为情景。坎儿井是与中国

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齐名的中国古代

三大工程之一，已有 2 000 多年的历史，是伟大的地下水利

灌溉工程，是干旱地区取用地下水的一种渠道，是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留下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分

组探究坎儿井的结构、优点、利用价值、目前现状等内容，

感受当年先辈们奉献自我挖渠开井的工匠精神，在困难面

前永不低头的奉献精神，今后也要做一名舍己为人的新时

代好少年，用自身的力量去建设美丽的家乡。通过感悟不

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学生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第三部分特色产业助力发展以玛纳斯的番茄产业为情

景，通过分组合作分析新疆玛纳斯种植番茄的取得成就、

有利自然条件和采取的发展措施，培养学生树立人地和谐、

绿色发展的意识，用绿色发展理念看待身边问题，树立生

态文明观、厚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以及培养学

生对现实世界的关心、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善于合作的能力。

二、依标教学，坚持核心素养导向

1. 突出区域认知思维逻辑和学科方法的迁移运用

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初中地理教学的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这一概念的学习，同时区域认知更是初中地理课

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本节课从创设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将公路建设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自驾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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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情境展开教学，将情境贯穿于三

个环节发展经济交通先行、古老工程生命之源和特色产业

主力发展之中。在自驾旅行的线路设计中，学习西北地区

的位置和范围，通过对京新高速沿线的景观视频、某一同

学的旅行游记的欣赏，全面认识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特征，在查找资料探究坎儿井工程中认识到该区域

的突出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从比较

北京与新疆的区域差异和经济合作入手分析区域间的经济

合作和发展。学习过程中利用不同图像和文字材料构建情

境，多角度、层层递进，培养学生观察、描述、比较、说

明、归纳、分析等不同能力，渗透了区域认知的一般方法，

使学生逐步形成区域整体、差异性、联系性的地理视角。

2. 引导学生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突出

因地制宜的地理学科核心思想，培养综合思维能力一

个区域的人文地理有着自身特点，而这一特点又与当地的

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人地关系的体现，也是初

中地理教学的重要内容。大洲的尺度学习要求能够运用资

料简要描述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地区尺度的学习则要求能

够说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对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此

节课首先选取案例绿洲农业和人口的分布进行探究分析，

首先引导学生根据总结绿洲农业和人口的分布特征，然后

将这些特征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进行联系，通过设计学生

活动分小组展示绘制的知识结构，用人地关系的观点找出

相关要素特征之间的联系。进一步选取案例“红色产业”

基地玛纳斯的番茄产区，玛纳斯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水土光热资源优势，大力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鼓励和引导

农牧民科学种植加工番茄，农民依托发展红色产业，真正

实现了增收致富。引导学生结合图文资料分析新疆玛纳斯

种植番茄的有利自然条件。通过以上探究活动让学生认识

到某区域的某一自然地理特征可以影响人们多方面的生产

与生活，人们某方面的生产与生活现象往往也受到多方面

的区域自然特征的影响，发展经济要综合考虑区域内的各

自然要素状况，做到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树立人地协

调观，要帮助学生理清各地理要素的关系，同时再厘清重

点内容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

进一步加深区域认知，形成可迁移的区域分析一般综合思

维方法。

3. 发挥地理工具探究地理事物特征和解决真实问题

的作用，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思维过程和

思维水平课标明确指出：“在不同的主题中贯穿地理工具

应用和地理实践活动，突出地理课程的实践性”。在课程

设计上应使学生树立实践意识，养成利用地理工具解决实

际问题的习惯。本节课地理工具和地理实践始终贯穿在课

堂的各个环节之中，渗透在每一个主题学习之中。例如借

助西北地区的位置图、地形图和气温曲线降水量分布图等

地理工具对西北地区的位置范围、地形、气候、河湖和植

被特征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观察和描述；恰当运用京新高速

沿线景观图，直观感受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特征；借助

绿洲农业分布图总结绿洲农业和人口的分布特征进而分析

与水源对农业和人口分布的影响。小组合作查找资料并分

享京新高速对新疆和北京带来的积极作用；京新高速横跨

了许多野生动物生活的地区，施工团队如何减少工程项目

对当地野生动物的影响、坎儿井的结构等。在分析特色产

业助力发展中还加入手绘图“番茄之旅”，依据图画说出

玛纳斯发展番茄产业采取的主要措施。本节课的图像类型

丰富、形式新颖，图文配置灵活，意在引导学生利用地理

工具提取信息，并进行判读、比较、分析、归纳，考查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地理语言规范表达的

能力。通过地理工具和地理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解决问题

的效率和效果，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主动

学习、深度学习，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和人地协调观的四大核心素养。

三、创新评价方式，促进教学评一体化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评价理念

上也发生了转变：“以考察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综合

运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注重评价主题多元化”。

通过学习评价逐步引导、激励和改进学生的学习，不断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在本课中也基于核心素养的目标，

并围绕教学目标，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评价。

具体过程如下。如对“西北地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绿

洲农业分布和人口分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小组绘制

在海报上绘制结构图”这一内容，先制定评价目标，再设

计评价表对学生绘制的思维导图进行等级评价。

四、结语

面对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新时期党对教育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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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地理教学中要认真学习和研读课标，以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为导向，守望地理学科育人价值，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全面提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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