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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地理智慧课堂教学策略 
◆佘晓彤 

（东莞市长安实验中学  广东东莞  523850） 

 
摘要：核心素养的培养是针对全面深化国家教育改革所提出的一大基本

方针原则。它为培养未来国家需求型人才起到一个良好的承接作用。其

中，地理的核心素养包涵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人地协调观等多方面。

为对学生进行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断提高学生学科素质，课堂知识

的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围绕如何培养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展开，望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起到导向作用。有层次、有针对

性的合作学习，采用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是地理课堂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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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理知识的学习，是对国家地质形成、分布规律、气候预测

与变化等众多方面的深层次多方面的学习。地理核心素质的培养
就是让人们对所居住的环境有一个较为清晰直观的认识，使人类
居住的环境得以最大程度的利用与改善。 

一、人地协调观的培养 
人地协调发展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平稳发展的模式，

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随着当今时代社会的不断发
展，造就了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经济发展不当造成的垃
圾污染等环境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亟需解决的问题
非能一朝一夕[1]。因此，对学生人地协调观的培养成为一大重要
战略。培养人地协调观，要注重课堂理论与课外亲身实践的相结
合。例如，在讲到有关《人类可持续化发展》的课程时，可以让
学生依次说明自己所认知的当下的环境问题，可使教师对学生认
知水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次，教师可以进行简略补充以及讲
解环境问题的成因及灾害。通过定期组织学生当地进行考察，在
学生大脑建立一个直观的人地关系认知。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爱护
环境从身边小事做起，使学生从小培养起时时饮水思源，以一个
更宽广的视野洞察大环境的变化。 

二、综合思维的培养 
综合思维是学生所必备的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使用在地理学

科中显得尤为常见也更为重要。社会的发展需要有关人才充分利
用所学知识综合、灵活的解决相关问题，这也是综合思维培养的
一大核心理念。要想培养综合思维，需要课堂深入广泛的学习与
平时生活积累相交融。例如，在学习《世界经纬线》时，教师可
根据地球经纬线分布特点引导学生进行想象，与篮球或班级座位
分布等事物进行类比，使学生在自己大脑中建立一个可视化的学
习场景，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可根据学生们思考后的结果
当堂开展一系列有关经纬线的小游戏以检验巩固学生们的理解。
课后，通过让学生总结课堂的感悟及收获，最终实现学生对综合
思维的加深理解和巩固。在日后的地理方面知识学习中，实现学
生在潜意识层面调动生活的积累与感知，为国家地理学科的发展
与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地理实践力 
地理知识的学习有着太多的理论性，许多知识点看似枯燥无

味，平淡无奇，但其背后的利用价值是巨大的，耐人寻味[2]。因
此，具备“学以致用”的素养在此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学以致
用”就是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将知识转化为宝藏的真才实学，
从中感受到“实践见真知”，为以后的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国家
层面的发展提供先决条件。要想培养地理实践力，可以参考以下
策略。例如，当在学习八年级上册进行《交通运输》的内容学习
时，为将课堂的理论化变得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教师可根据平
时所学的交通运输方式、经济发展、地形因素等方面综合考虑，
将同学们分为不同的小组，由教师规定多组出发的与目的地，在
小组内共同协商较为经济和舒适的出行方案，在班级内展示并由
代表说明理由与优势，最后由教师进行打分评价与总结。通过这
种课堂式的具有积极、高参与度的课堂讨论，不仅可以充分给予
学生知识运用的充分认可，加强学生进行地理实践的积极性，也
可以使学生认识到自身利用知识的价值，增长自信，保障了学生

心理健康工作的顺利进行。再如，在讲到《中国的地形》时可以
先指导学生大致了解中国的地势、河流、交通等特点。然后让学
生根据课后搜寻资料等方式准备一次对家乡全方面的地理介绍，
有利于让学生通过使用所学地理知识对家乡有深一步的了解。学
生在介绍中获得运用知识的渴求增长了实践力可谓地理教学中
的智慧所在。 

四、多媒体教学的适当使用 
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有关地理的现象、变

化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主张学生在地理学习方面产生浓厚的
兴趣。多媒体的使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在学生的成长
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思维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构建。最直观的
是视觉，课堂通过视频的播放，可使学生进行丰富大量的信息捕
捉，对信息的处理更加明了。其次是听觉，通过音频的播放以可
听化的方式来传递给学生。两种方式几乎全部贯穿了学生的学习
方式，利用这种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可快速高效的给学生进行全方
位的传授，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生硬的讲解。通过这样的科学技术
让课堂的氛围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在科技的魅力吸引下，双向增
长了学生地理理论化知识和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五、注重文化的熏陶 
华夏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文化固然是构成任

何核心素养一大关键要素，在地理学科中，也不乏它的存在。中
国是多民族聚集体，不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分布，学习地理的过
程中，可以加深对于不同底蕴文化特色以及生活习俗的了解，有
助于学生文化修养的提升，例如，在学习《多民族交融》时，教
师可根据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习俗等特色给予学生生动形象的
指导，学生科根据自身的形象完成记忆。此外，为了加深巩固学
生的记忆效果 可定制不同民族的服饰，由学生们穿戴进行展示，
不但有助于各民族的集体凝聚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不同民族
文化智慧了解的兴趣。 

六、结束语 
核心素养的内容包罗万象，任何词语都不足以把它涵盖，但

它的本质是一切以学生为主导，充分关心学生素养的培育与成
长。对于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培育任重而道远，广大教育者应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平时的地理教学中有意对自身教学方法进行
改进增添，加强相关德育工作，全方面共同考虑，使地理这门学
科在学生的学习中有更加独到的造诣，苦心孤诣，沉迷其中，于
己而言，是对地理大智慧的学习传承，于国而言是为中国地理学
科素养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让中国地理事业更加的灿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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