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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关于四大核心素养之一“区域认知”的文献综述 
◆贾朝霞  张艳芳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区域认知作为四大核心素养之一，关于其研究主要涉及到内涵解
析、水平划分、培养策略和考查评价四个方面，对于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以利于后面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区域认知；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版）》提出培养学生必备的
四大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其中区域认知作为四大核心素养之一，
在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中国知网输入区域
认知这一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其中对于区域认知研究的相关文
献中主要涉及到内涵解析、水平划分和培养策略等几个方面。 

一、内涵解析 
2017 版课标指出区域认知主要是指人们运用空间—区域的

观点认识地理环境的思维方式和能力。[1]如何理解这种思维方式
和能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袁孝亭教授指出区域认知是
一种认识地球表面复杂多样性的策略与思维方式，是在“对区域
本身”认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2]王民等人指出，区
域认知是从认识区域到解释开发得失，再到提出论据，全面评价
与建议，体现把区域认知作为工具和方法，重点在应用。[3]总体
来看，专家学者们都侧重于将区域认知解释为一种方法和能力，
这种方法和能力既体现在对于地球表面具体区域认识的过程中，
又体现在应用这种方法和能力解决其它问题的过程中。 

二、水平划分 
2017 版课标根据特定情境将区域认知划分为四个水平，水

平 1 要求学生能够根据提示，将简单、熟悉的地理事象置于特定
的区域中加以认识，能够认识和归纳区域特征。水平 2 要求能够
从区域的视角认识给定简单地理事象，收集整理区域重要的信
息；能够简单解释区域开发利用方面决策的得失；水平 3 要求能
够结合给定的复杂地理事象，从空间—区域尺度、区域特征、区
域联系认识区域；能够为赞同或质疑某一区域决策提出相关论
据；水平 4 要求能够对现实中的区域地理问题，运用认识区域的
方法和工具进行分析；能够全面地评析某一区域决策的得失，提
出较为可行的改进建议。[1]王民等人从三个角度提出了区域认知
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指标，分别是认知程度、区域材料的详略程
度以及认知难易，从简单认识到全面评价、从单要素到多要素、
从直观感受到抽象思维，每个角度都分四个水平，将区域认知这
一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阐释[2] 

总体来说，关于区域认知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研究偏少，课
程标准提出的四个水平是基于特定的情境，在具体某个区域的教
学中要如何进行水平划分，对于这个水平划分的理解，对此进行
相关研究的文献很少，缺乏一定的案例实践，若水平划分难以分
清，在具体教学中，区域认知素养的落实就会出现情境设置难易
把握不当等情况。水平划分是高中学业质量标准，高中学业质量
标准是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的依据。对于区域认知水平理解不准就
会出现对于学业质量标准把握不准的现象，这对于区域认知这一
核心素养的培养会产生极大地阻碍，因此，对于水平划分的研究
至关重要。 

三、培养过程 
对于区域认知核心素养培养过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

面，一方面是初高中各一线教师通过采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来
培养中学生的区域认知能力，蔡绮娜、王梅、杜秀梅、李小东等
人通过采用网格简图法、思维导图法、设疑法来培养学生的区域
认知能力。[4]-[7]另一方面，各一线教师提出区域认知的培养过程
应运用地理工具，邹志涵、张爽、郭芳英等人提到运用地图、
GIS、地理图表进行教学，通过这些工具的辅助，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区域认知能力。[8]-[10]另外一些教师从较为宏观而全面的角度
提出了区域认知能力的一些培养策略。赖林琳以七年级地理下册
“印度”一节为例，探讨初中生区域认知构建的过程，包括定位、
地理要素补充、整合及运用。[11]陈飞飞等人从塑造良好区域认知
结构到培养浓厚区域认知情怀这种宏观的角度谈了区域认知能
力的培养策略。[12] 

四、评价体系 

关于区域认知能力的评价，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版）在学业质量中规定必修一、必修二应达到水平一和水平二的
标准，选择性必修则要达到水平三和水平四的标准。 

目前，高中生区域认知素养的评价方式一类主要通过相关试
题中的渗透。另一类是一些学者提出仔细的评价量表。杨洋等人
从理论与经验的角度构建了三个一级指标和八个二级指标，其中
一级指标包括区域地理知识、区域认知能力和区域认知情感，每
个一级指标下又包括若干二级指标，比较详细的对于区域认知这
一核心素养提出了评价标准，并进行了实测。但是仅以区域定位
能力为例进行了实测。[13]胡祝娟将 SOLO 分类理论运用到“区域
认知”的评价，提出评价指标有区域发展、区域特征、区域要素
和区域位置，并分别按照 SOLO 分类理论分为单点结构、多点结
构、关联结构和抽象结构。[14] 

五、总结 
综上所述，关于区域认知这一地理核心素养的研究，可以发

现对于区域认知的内涵解析和培养策略研究较多，已经形成较为
普遍的观点，但是对于水平划分和评价体系的研究较为欠缺，且
通过以上综述，笔者厘清了区域认知的落实的途径，研究过程中
还应该考虑实际教学中教学目标如何分四级水平，教学内容怎样
紧扣教学目标落实，教学情境应如何创设，区域认知这一核心素
养需要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步步设计，学业水平考试逐层渗
透，方可将这一核心素养落地，由培养学生具备认识地球表面区
域的能力，最终上升到认识其它事物的空间思维和方法，实现最
终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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