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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地理核心素养在教学活动设计中的体现 
◆张兴林 

（兰州市第五十中学） 

 
摘要：最新修订的 2017 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已经颁布，为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地理核心素养必须“落

地生根”，本文以最新人教版教材为例，探究了地理核心素养在教学设计
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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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教育部启动了普通高中课程修订工作，最新修订的
2017 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已与大家见面，新的课程标
准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明确了学生学习学科课程后应达成的正
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由四部分
组成，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课程标
准围绕核心素养的落实，精选、重组课程内容，明确内容要求，
指导教学设计，提出考试评价和教材编写建议。今天笔者就以教
学设计中的活动设计为抓手，探究地理核心素养怎样才能切实地
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落到实处。 

我们以人教版教材必修一第三章的《自然界的水循环为例》。
完整的教学设计应该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板书
设计，作业设计等，从教学方法上来看，本节可以采用问题式教
学，问题式教学的实施路径是要在真实世界创设情境，提出地理
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展示成果，评价反馈。其中创设的情
境要真实，体现出现实社会中的不良结构，而且要基于课标。提
出地理问题是关键，提出的问题要具有体验性、探索性，要有意
义。学生合作探究，自主建构，提出解决方案，方案要具有自主
性，开放性，多元性。展示成果评价反馈的形式可以是戏剧、作
品或实验，尽量体现出多样性。 

《水循环》一节的课程标准要求是：运用示意图说明水循环
的过程及其地理意义。其中运用示意图是行为条件，说明是行为
动词，水循环的过程及地理意义是认知内容。要实现这样的标准，
怎样设计活动才能很好地体现核心素养呢？笔者进行如下设计，
供大家参考。 

首先可以创设“某区域某种水体之旅”的虚拟想象情境，让
学生在现有认知下描述水体之间的联系和运动过程。该设计虽不
是真实情境，但却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虚拟情境中提出
问题，学生结合已学知识探究水体之间的联系和运动过程，小组
合作探究，展示方式可以是图，也可以是表演，最后，选出一个
小组，将所有小组的展示成果汇集到一幅图中，体现水循环的过
程，其他小组补充完善，训练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综合思维的
能力。 

其次，可以以生活的城市作为背景区域，具体分析其中自然
界的水循环，认识真实情境中的水循环过程和主要环节。比如，
所在城市是兰州市，黄河穿城而过，黄河是通过哪些环节，如何
参与海陆间水循环的？此设计可以提高学生的区域认知能力，也
体现出了学习身边的地理，对生活有用的地理思想。 

水循环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学生要理解人类活
动是可以影响到水循环的环节的，这个知识点可以进行如下设
计：展示图片，通过对兰州市西固区城市建设中铺装“透水砖”
的分析，学生学会从地理视角关注身边现象，运用地理原理进行
分析，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袁孝亭认为，从空间看待一切是地理学的
根本思想方法，前面的设计从全球到兰州市再到西固区，空间上，
区域范围在不断缩小，所以最后，有必要将区域进一步缩小到学
生生活的校园，到学生的身边。地理空间思维就是对地理事物、
地理事象、地理现象、地理图像的观察、分析、综合、比较、概
况和抽象，从而在头脑中创造性地形成他们的空间形象，进行空
间位置的判定，确定空间分布状态，并进而对他们在空间上进行
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交换等进行分析，比较他们的差异点
和共同点，及对他们的空间属性进行多个维度的思考的心理过
程。现代教学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要把培养学科独特的思维
方式放在学习的首位。地理空间思维是地理学科思维方式的特色
之一。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空
间性。地理学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是研究空
间的科学。地理学区域性的特点，要求地理教学以建立地理空间
概念为教学先导，从地理事物所处的位置和范围、各地理事物之
间的相互联系和空间结构等方面去揭示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
和差异，使学生自觉地从空间的角度看待地理问题、分析地理问
题、解决地理问题。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体现地理教学的学科
特点。空间思维是与平面思维相对的、与时间思维相呼应的一个
概念。心理学家把空间思维归纳为：通过具体形象、表象来思考，
上升到抽象的一种思维活动。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地理课程标
准中，这样论述到：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空间
结构，而且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与空间联系，并致力于揭示
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空间变化的规律。 地理空间思维主要包
括地理空间形象思维、地理空间定位思维、地理空间结构思维、
地理空间相互作用思维、地理空间比较思维、地理空间综合思维
等。通过对校园建设中的问题成因和解决措施的分析讨论，学生
感受地理与生活的联系，培养爱校精神，提高地理实践力和创新
精神。 

总结起来，以上的四个活动设计，都采用了问题式教学方法，
共同特点是创设情境，提出地理问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地
理问题，并进行展示与反馈。这样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地理核心素
养的落实，可供大家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向东，袁孝亭.地理核心素养的核心构成和主要特点[J]

课程教材教法 
[2]冯慧文，王勇，胡蓉.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水循环”教

学设计[J]地理教学 20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