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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核心素养下高中地理教学生本课堂的构建
宋来超

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　湖南华容 414200

摘　要：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学校对于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更加重视。教师可以通过将地理知识与实际生活实践相结合、

转变授课模式、开展具体户外活动等方式，实现高中地 .理综合实践活动与核心素养的密切联系，从而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地
理素质培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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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课改的不断深人，当前在地理教学中更加注重
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以学生为中心的高中地理教学更加
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要结合
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通过创设有效的教学手段，不断构建
以生为本的地理课堂。然皿，在当前的地理教学中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高中地理教学现状进行分析，
进 -- 步就如何高效构建甚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地理生本课堂进
行探索，为不断促进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奠定基础。

一、当前高中地理教学现状分析
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部分教师在教学课堂中仍

然里守成规，采用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划重点，死记硬
背成了部分教师的主要教学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教
师的教案跟不上知识的更新速度，从而加大了学生对地理学
科的理解难度，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产生抵触心理。另外，有
些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对学生主动探索能力
的培养。学生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方法，通过地理学习
逐渐渗适地理学科素养，养成一种科学严道的态度。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地理生本课堂的构建策略
（一）创新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生自
主能力的培养，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
记的病堂灌的教学形式，只能让学生进行被动的学习。一味
地死记萸背会局限学生的思想，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有
效的体 . 现。因此，教师应该通过板构建创新型地理课堂，
为学生提供一种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

1. 结合生活社会热点，创建问题情境
地理核心素养要求地理课堂具备时代性，即地理教学资

源要与生活、时代环境紧密相连，这样学生才能用地理眼光
看待生活问题，逐渐培养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必
须的地理知识能力和思维素养。因此，教师在创设地理情境
时要结合社会、生活热点，让学生在自然、社会，生活的真
实场景中学习知识、解决问题，感受地理知识对生存发展的
积板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地理价值观念和思维素养，最
终构建核心素养环绕的地理课堂。

以“城市化过程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 的教学为创。我将
学生的生活与教学内容相融合创设了问题情境，如下：大家
的生活环境可谓是日新月异，羊肠小道变成了柏油马路，传
瓦矮房变成了高楼林立，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同学们，我
们未一起看一下我们所生活的城市近 30 年的变化。（用多媒
体插放城市三十年发展、变化的目）开细观察、分析图片，
从城市变化的对比中，我们未探讨几个问题：

（1）城市化过程对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 ?.
（2）城市化进程让人文地理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
（3）城市化进程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
（4）面对域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

台理解决 ?
由于问题情境与生活息息相关，学生积板调动认知经验

参与体验，探索，在学习过程中树立了地理意识和观念，积
累了知识，形成了地理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二）融合其他学科知识，创建问题情境

地理核心素养的本质是用地理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世界和
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地理课堂要海纳百川，将多学科知识
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以地理学科为中心的浓缩版“小世
界”，让学生通过地理解读世界，培养核心素养。鉴于此，在
问題情境创设时，教师尽量将情境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让学
生多视角挖掘地理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地理意识和思维
方式，强化地理素养。旦以“协谓人际关系的主要途径”的
教学为例。我将地理的学习与语文的学习紧密结台起未创建
问题情境，让学生用地理视角解决语文知识障碍，以语文知
识为资源树立正确地理意识和观念，从而培养地理素养。问
题情境如下：《目氏喜秋》有葡章《竭淨而渔》：“竭浮而渔，
岂不获得 ? 而明年无渔。焚薮而田，岂不获得 ? 而明年无兽。
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木也。" 这篇文章描
述了什么生活现象 ? 作者为什么会就生活现象发出这样的
感既 ?

由问题出发，学生从地理视角探究了内容，树立了人地
协谓观念，同时从文章中获得了人地和谐相处的方法，从而
增强了地理素养。

三、结语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地理生本课堂的构達需要教师进行

不断实践。在创新教学形式的同时，教师也要注重提升学生
的课堂主体地位，让学生能够积板自主地参与到学习中，从
而为提升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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