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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研究
董国松

（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

摘要：有效且有价值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教育将对学生现在和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主要采用网上问卷对高中地理教与学水平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 ，核心素养各因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课堂教学素养教育流

于形式、教法不当等。为此，本文根据各素养教学现状综合施策，以期为高中课堂地理教学设计、实施提供合理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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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授人以鱼，还需授人以渔，把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

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本文主要从课堂教学视角，依据核心素养

组成要素的特质，强化地理设计与实施的衔接，真正帮助学生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一、国 内外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简述

“核心素养”的别称即“21 世纪素养”或“21 世纪技能”，

最早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1997 年启动。国际

地理教育委员会在《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中深信地理教育为今

日和未来世界培养负责任而又活跃的公民所必不可少，意识到

地理在各个不同级别的教育中都可以成为长见识、增才干和促

兴趣的科目，并有助于终身欣赏和理解这个世界，这有助于对

地理教学设计和实施开展有益的新思考、明确研究方向。1994

年美国《生活化地理：国家地理课程标准》中明确，地理教育

要实现现代公民具备的地理素养的培育，必须满足学生终身学

习的需要，并将每个学生地理素养的培养作为本国地理教育的

价值追求。

（二）国内研究简述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地理教学研究也对地理素养进行了许

多有意义的探究工作。李家清等在《走进新课程：论培养当代公

民所具备的地理素养》著作中，阐明了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

分析其理论依据后，提出地理素养的学生培养目标。袁孝亭，王

向东著《中学地理素养教育》中，将地理素养的具体内容和基本

特点做了分析，结合教学实践为地理教学提供了有益的教学教法。

张家辉在《中学地理课程中的地理核心概念：筛选、释义与特征》

中，从核心概念入手，在挖掘地理学科核心概念及其特征等方面

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等。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版）》颁布后，刘崇等《核

心素养下的高中地理课堂深度教学》，从深度教学角度，结合人

地协调观念，结合实例简要分析了地理教育新业态的融合发展趋

势。王广华在《地理综合思维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中，利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分析综合思维的深刻内涵，并就实际地理教

与学提出了若干可行性意见。

二、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一）调查目的

笔者从课堂教学的视角，采纳高中地理课堂教与学的相关策

略，对高中地理课堂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水平进行现状调查以及原

因分析，制定并落实地理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可行性方案，希望为

进一步发现和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持。

（二）调查对象与内容

1. 调查对象

考虑到现实情况，本次网上调查问卷样本随机选 择选择 90 名

高中在校生。

2. 问卷内容设计

由于考虑到被调查者的知识储备、大众心理状况以及数据收

集处理效率，笔者将问卷内容均设置为客观单项选择题，不侧重

地理知识、技能与观点，较为客观地展现出高中地理核心素养各

要素的真实掌握状况。

问卷结构分为两部分，共包括 17 道题：

第一部分也即第 1 道题，是对学生是否知道“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这一概念的答题预设门槛，能较直观地展现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在实际教学中被重视和了解程度。

第二部分即其余 16 题，题设依照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各要素

组成，参照有关学术论文，细化为“四大素养，16 架构”的调查

内容量纲，也是每题背后主要考察的要素组成，主要以定性描述

为主。

其中，得分 0 分为不合格；3 分以上，属于合格；5 分为优秀。

合格率指答题得分为 3 分及以上者占答题人数的比率，类似“加

权平均数”的概念。这一数据可以很好地从整体上厘清核心素养

各要素基本要求的理解情况。

（三）调查数据及原因分析

笔者利用 QQ、WeChat 等平台发布该问卷，数据收集、分析

路径则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发布期限为一周。根据答

题选项比和得分情况，统计 各问题的合格率和优秀率，其具体分

析结果如下：

1.“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概念了解情况结果分析

表 1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概念”了解情况

问题设置 选项内容 答题分析

高中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包含哪些内容？？

A. 完全了解

B. 基本了解

C. 不了解

12.09%

62.64%

25.27%

根据表格内容可知：12.09％的高中生完全了解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概念；62.64％的高中生，即大部分学生在地理课堂上接收过

地理核心素养观点的学习，但优秀率只有 12.09%；25.27% 学生则

不知道，这意味着从未听过的学生超过 1/4，这显然离真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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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教育，完成“立德树人”任务仍然差距相当大。 2.“人地协调观”部分数据分析

表 2　“人地协调观”调查现状

考查内容 人口观 资源观 环境观 发展观

答题情况 2.96 2.00 1.79 2.85

合格率 / 优秀率 94.44%/75.56% 88.89%/7.78% 94.44%/47.78% 75.56%

从上表数据中发现，人地协调观素养的四个方面合格率均超

过 75％；而在资源与环境观念方面优秀率不到 10%。

一方面，人地协调观作为“因地制宜”的上位衍生概念，已

经深入人心；而资源观内容繁杂，需整合现有的资源，尽可能利

用情境教学、角色扮演等带入感强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身临其境，

真切地感受到资源是承载着人地关系中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物

质基础等地理观点。

3.“综合思维”部分数据分析

据表可知，综合思维答题合格率均超过 50%，尤其是区域或

地方综合方面优秀率高达 90% 以上，但地理要素综合方面与之差

距过大。这表明大多数学生能利用综合思维思考地理问题，但地

理要素因时因地不同，体现了地理要素组合的复杂性，可采用案

例教学，从身边处处可见的地理上下功夫，针对弱项构建要素综

合的教学情境。

表 3　“综合思维”调查现状

考查内容 地理要素综合 时空综合 区域或地方综合

答题情况 1.42 3.38 4.36

合格率 / 优秀率 53.33% 82.22% 93.33%

4.“区域认知”部分数据分析

表 4　“区域认知”调查现状

考查内容 区域特征 区域分类 区域关联 / 比较 空间格局观察力 区域评价

答题情况 4.15 0.8 1.65 1.46 1.18

合格率 / 优秀率 91.11% 40% 90%/46.67% 87.78%/36.67% 72.22%/11.11%

从表中可知，区域特征优秀率达到最高，超过 90%；区域评

价最低，仅有 11.11%，综合来看，区域认知能力的内部发展存在

较大差异，优秀率走低，应以“问题式”探究为方法，利用脑中地图，

全面的看待区域发生、发展。

5. “地理实践力”部分数据分析

表 5　“地理实践力”调查现状

考查内容 地图识别与使用能力 地理实验能力 野外考察与地理调查能力 3S 识别运用能力

答题情况 1.80 1.16 1.51 1.68

合格率 / 优秀率 97.78%/34.44% 77.78%/23.33% 74.44%/52，22% 92.22%/24.44%

据上表数据：地理实践力明显优秀率皆偏低，尤其是地理实

验能力与地理信息技术（3S 识别运用能力）明显存在短板，可能

原因：一方面高中生在地理实践方面明显缺乏锻炼；另外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忽视实践层面的教学活动，偏向理论传授；外部环境

因素涉及到学校教学设备、仪器装备情况差距大，实践活动可能

遇到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妨碍学生的身心健康。

6.“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总体数据分析

表 6　高中课堂“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调查现状

人地协调观 综合思维 区域认知 地理实践力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答题情况（平均值） 2.4 3.05 1.85 1.54 2.21

合格率 / 优秀率 88.33%/51.67% 76.29% 76.22%/45.11% 85.56%/33.61% 81.6%/51.67%

从 上 表 可 以 得 出： 人 地 协 调 观、 综 合 思 维 优 秀 率 均 超 过

50%，地理实践力最低，仅有 33.61%；综合来看，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优秀率超过 50%。这有力地说明 了高中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

养发展水平不平衡，而地理实践力方面需要下大功夫去研究和实

践，这方面可以依托现有优势，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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