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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开发高中乡土地理地方课程探析
夏春晖 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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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对素质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大，2017年提出“培养学生必备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2021年针对

义务教育阶段提出“双减”意见。以“水土流失”为例，选取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域作为乡土地理地方课程研究对象，提出在“双

减”背景下，在分析水土流失成因、危害及预防措施过程中，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开发高中乡土地理地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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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2017, it propos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essential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In 2021, we will introduce a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Taking "soil and water loss" as an example, chongq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ocal curriculum of native geography.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causes, harm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e core literacy of geography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develop local curriculum of native geography in se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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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

下简称为“课标”）提出要“培养学生必备的地理学科核心素

养”。基于四大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培养走进了中学地理

教学课堂，同时结合具体课程实现综合育人。乡土地理贴近学

生日常生活，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运用乡土地理，有利于学生知

识的迁移与运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有效增强学生综合素养，增进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与此同

时，“双减”政策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做到深入挖掘与创新教材，如何能在

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是广大地理

教师今后会面临的新选择。虽然乡土地理课程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问题，但是用好了，效果也是最好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

的设计。本文以高中地理 2019年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六章第

一节“气象灾害”中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内容为例，提出在“双

减”背景下，选取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域的水土流失案例，开发

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乡土地理地方课程，这对高中乡

土地理地方课程建设更有实际意义。

1 课标内容要求解读

课标对该部分的内容要求为：运用资料，说明常见自然灾

害的成因，了解避灾、防灾的措施。本节课行为动词有“运用”

“说明”“了解”，行为条件是“资料”，中心词为“常见自

然灾害的成因”，核心概念为“成因”。“运用资料”要求运

用资料合理展开教学，若脱离资料教学情境则会导致课堂变得

乏味空洞，问题分析不够透彻，问题理解得不具体，进而导致

知识无法及时掌握。因此，本节课选择“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

流失”相关素材来创设学生真实情境。“说明”是在理解知识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学生依托创造的真实情境对所学的知识

要切乎有实际的反映。其中，水土流失是知识基础，学会分析

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成因、危害及预防措施就是反应，预

防水土流失是最终的落脚点。

2 内容分析

水土流失现象在我国依旧属于主要环境问题之一，水土流

失分布范围广泛，受灾情况严重。选取以贴近学生身边的水土

流失现象为例分析成因、危害及预防措施，有利于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选取三峡库区重

庆段为典型案例分析，有利于课堂把握重点，有利于学生提升

思想情操，激发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

3 学期分析

本节课节选自 2019年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六章第一节，

教学对象为高一年级学生，大部分学生对自然灾害仅限于初中

时期选修阶段的现象了解，而对灾害形成、危害和防治没有进

行深入的学习挖掘。但学生此前已经系统地学习了大气、水文、

土壤、植被等相关知识点，具备一定知识储备。本节课旨在通

过认识发生在身边的自然灾害，综合分析其成因、危害及预防

措施，激发学生对探索地理问题的激情，让学生能够深有感受

到自然灾害就在我们身边，能够做到敬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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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目标

说明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的成因及其危害；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综合运用学科知识，掌握分析区域发

展问题的一般方法；

了解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预防措施；

培养因地制宜的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培养爱国主义情

感。

5 教学重难点

水土流失的成因及危害。

6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法、案例分析法、小组合作探究分析法、启发

式教学法。

7 教学过程

7.1新课导入

师：播放三峡大坝宣传片前段，讲解三峡大坝建成后形成

的三峡水库，由此导致的水土流失现象。

师：视频中提及了“水土流失”，那什么是水土流失？水

土流失有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水土流失呢？今

天就让我们以家乡三峡库区重庆段的水土流失现象来分析。

设计意图：以震撼、美丽的三峡大坝宣传片为课程导入，

能够快速把握学生学习热忱，有利于调动学生对家乡热爱的共

鸣，激发学生对身边地理问题的探索，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通过视频引出本堂课的重点问题——三个连续递进的问

题，让学生从视频回到课堂上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让学生带着疑问，在课堂中不断探索解惑。

7.2新课讲解

师：刚刚视频结尾里同学们也看到了水土流失现象，那么

究竟什么是水土流失？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看完视频后的理

解，小组讨论 2分钟，再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水土流失吗？

生：水土流失是……

设计意图：通过现象学会归纳总结，让学生能够透过现象

看本质，学会概括归纳，有利于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不断思考分

析，养成勤动脑的习惯。同时，通过小组讨论，让课堂氛围回

归活跃，也让学生能够在思维碰撞中，找到共同点，有利于学

生思维的发散，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小组讨论，也

能有效避免学生处于固步自封的状态，促进有效沟通，合理表

达自己的想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师：老师这里有在几本水利词典里搜索到的关于水土流失

的解释。请同学们看完这些解释后，想一想和我们刚才说的有

什么不一样，怎样表达会更好？我们可不可以整合一个对我们

适用的水土流失的概念？

材料一 在水力、重力、风力等外营力作用下，水土资源

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和水土损失，

亦称水土损失。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

材料二 地表土壤及母质、岩石受到水力、风力、重力和

冻融等外力的作用，使之受到各种破坏和移动、堆积过程以及

水本身的损失现象。这是广义的水土流失。狭义的水土流失特

指水力侵蚀现象。

——摘自《简明水利水电词典》

生：水土流失是受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地表在外力作

用下，水分和土壤流失的现象。

设计意图：通过先前小组讨论出来的关于“水土流失”的

概念，与“权威”解释进行比较，可以让学生知道自己思考方

面欠缺的考虑，有利于学生找到自身不足，从而促进该方面的

增强。通过对“权威”解释的合理质疑和概括，能够有效锻炼

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落实综合思维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师：同学们还记得刚才宣传片里介绍的三峡水库范围吗？

哪些同学有去过这些地方呢？给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我们

结合材料再具体回顾一下。

材料三 峡库区重庆段位于 28°31'-31°44'N，105°

49'-110°12'E之间，包括重庆市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

县、万州、忠县、丰都、石柱、涪陵、武隆、长寿、渝北、巴

南、江北、南岸、渝中、沙坪坝、北碚、九龙坡、大渡口和江

津等 22个区、县（自治县），幅员面积约 4.62×104km2，是

三峡工程核心库区（见图 1）。

图 1 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域图——摘自《三峡工程移民研究》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介绍自己在三峡库区游玩时的感受，

有效调动学生对该区域的向往之情，埋藏学生亲自前往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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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际考察愿景，能够促进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落实。通过对三峡库区区域位置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培养学生

区域认知能力。有效落实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

师：既然三峡库区重庆段这么重要，那水土流失在这段又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材料四 2019 年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面积 1.59 万

km2，占库区土地总面积的 34.49%，高于全国 28.34%的平均水

平，更远高于长江流域 19.4%的平均水平，也高于邻近的四川、

贵州和湖北（见表 1）。如不加以有效治理，三峡库区重庆段

的水土流失面积会有回落扩大的趋势。

——摘自《重庆统计年鉴》

表 1 三峡库区重庆段与周边地区水土流失对比表

项目
三峡库区

重庆段

长江

流域
四川省 贵州省 湖北省

水土流失面积

（万 km2）
1.59 34.67 10.95 4.7 31.6

水土流失面积比

（%）
34.5 19.4 22.3 26.7 17.0

年侵蚀量（亿 t） 0.9 24 10 2.5 2.1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3739 651 - 1432 -

生：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整体表现为水土流失范围有

所减少，但形势依旧很严峻；侵蚀强度高居不下。

设计意图：通过对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现象进行综合

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思维能力，锻炼学生解决地理问题

的实际能力。通过对水土流失现象进行数据对比，引发学生对

家乡水土流失现象严重的思虑，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家乡建设的

担当与责任落实。有效落实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

师：我们可以看到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现象非常严

重，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可以有

效缓解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呢？

师：展示三峡水库重庆段气候、水文、地形、土壤、植被

图。

生：小组讨论探究。

探究活动 1：分析三峡水库重庆段水土流失成因

探究参考答案：（1）自然因素：①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处

四川盆地东部山谷地带，受构造、岩性和河流切割的影响，坡

度陡、沟谷纵深、地形破碎，极易发生水土流失；②三峡库区

重庆段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降雨丰富但降雨季节分配不均，

致使水土流失频发；③三峡库区重庆段土壤主要以紫色土、黄

壤土为主，土壤结构松散，抗侵蚀能力弱，为水土流失提供了

基础条件。（2）人为因素：①人口膨胀对土地的压力加剧水

土流失；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资源

的不合理利用诱发水土流失；③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拆

迁安置导致新的人为水土流失。

探究活动 2：分析三峡水库重庆段水土流失危害

探究参考答案：缩短三峡工程使用寿命；淤积江河湖库，

降低蓄水调洪能力；导致耕地减少和土地退化严重；污染水体；

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探究活动 3：分析预防三峡水库重庆市水土流失现象

探究参考答案：健全监督机制；完善法规制度；强化宣传

教育；部门协调，共促水保发展。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探讨，灵活运用先前所学知识，对三

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成因、危害及预防措施进行分析，有效

锻炼学生解决地理问题的实际能力。落实人地协调、区域认知

和综合思维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课堂小结：结合学生作答，形成板书（如图 2）。

图 2 课堂板书设计

设计意图：通过板书的形式，将本节课知识点串联起来，

有利于学生及时巩固知识点，落实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核心素

养。在课堂上通过板书设计，让学生根据教师板书边写边回顾

知识点，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也能有效减少学生在课下花

费的时间。

8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乡土资源“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土流失”为案例，

创新水土流失常用地域。在教学中，坚持贯彻以学生的自主学

习、小组讨论为主体，通过材料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为学生提

供讨论、交流、合作、表达的机会，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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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实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同时以大量材料

并结合板书反复呈现教学主体，让学生尽量在课堂上将所学知

识不断巩固，有效减少学生在课前查找资料、课后查漏补缺的

时间，落实“双减”政策。以区域作为学生学习环境问题的载

体，学会正确看待人地矛盾，学会综合分析地理问题的思路，

有效落实人地协调、区域认知、地理实践能力和综合思维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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