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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地理概念教学实践研究
罗旭宁

（广西民族高中，广西 南宁 530199）

摘要：在当前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核心素养教育理念与教学的融合，成为众多教师研究的重点所在。对高中地理概念教学来件，

教师及时转变自身的育人思想，侧重核心素养与教学的融合，利于改善当前的教学现状，丰富教学内涵，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不断提

升自身的能力以及素养，进一步实现学生综合发展的教育目标。本文就地理核心素养下的高中地理概念教学进行研究，并对此提出相关

看法，希望为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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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地理概念教学中融合核心素养的必要性

（一）地理概念是学生掌握地理原理的基础

在地理知识学习中，概念是学生掌握相关学习内容的重要前

提，也是促使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所在。举一个较为简单的

例子，在关于水循环表述中，其概念为自然界中的水在大气圈、

岩石圈等几大圈层通过几个不同环节连续运动明的过程。在解决

问题时，学生需要在探究出是循环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影响水循

环的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如影响地表径流的内在因素、水循环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等，通过相关问题的有效性探究，利于学生真

正把握水循环的原理，并可以将其应用到生产以及生活中，从而

强化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二）核心素养是当代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素质教育进一步落实，不同教育阶段

的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把握程度，同时也需

要侧重学生多元素养以及认知的发展。为了满足学生的综合能力

发展需求，更多的教师开始在教学中引入核心素养教育理念。这

一理念的提出为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打造精品教育课堂打开

新思路，这其中就涵盖了高中地理概念教学。相比之下，面向学

生综合发展的高中地理概念教学主要是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文

化意识、人文素养等等，使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做到“游刃有

余”，且这些教学内容的引入是教师积极顺应教育改革的重要体现，

围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新时期的教学目标进一步实现，

同时也可以满足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需求，利于实现全新教育背

景下的地理概念教学目标。

（三）地理概念是核心素养最直观的表达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地理这一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地理学中最

能体现学科本质的内容，同时也可以充分体现地理这一学科价值

的关键素养，也是学生在地理学习中所形成的、能够解决问题的

知识，并可以促使学生综合化思维的发展。而在当前的教育背景

下，更多的教师开始意识到学生综合地理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并

开始重视地理概念这一载体，也开始将核心素养教育内容渗透到

各个环节的教学中。在这其中，地理概念是课程编写的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教学的重要起点，为此地理核心素养需要引领地理概念，

地理概念是地理核心素养的表达。

二、核心素养下开展地理概念教学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结合相关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一些高中地理教师在概念教

学引入核心素养教育的过程中，并未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在构

建培养学生多元素养的课堂时仍旧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其具体

体现是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并未结合实际情况而明确教学目标，

且其固执、落后的思想导致全新教学方式与教学的融合并不彻底。

同时，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旧以知识传授以及解题技巧讲解

为主，既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综合能

力发展。从这一情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一些英语教师的教学理

念没有及时更新，仅是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而

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则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被动地接受知识，掌

握基本解题技巧。不仅如此，教学中也有一些教师积极顺应教育

时代的发展，侧重自身教育理念的转变，也在教学过程中相继融

入了基础认知培养、人文素养等教育元素，但实际的教学效果并

不理想。其主要因素在于教师对全新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内涵的

把握并不彻底，在教学中难以充分发挥其应用价值，导致既定教

育目标难以实现，且学生的能力得不到发展，核心素养对概念教

学的引导价值也并未被充分体现。

三、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地理概念教学实践

（一）明确新时期下的地理概念教学目标

为了确保后续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教师和学校需

要明确新时期下的概念教学目标，以便充分体现核心素养教育理

念的价值。此外，在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高中地理概念教学中，教

师育人理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整体进度，

为此，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地理教师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侧

重教育教学的改革。同时，为了确保概念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在

课前也需要寻找全新教育理念与课堂教学内容、学生综合发展之

间的契合点，从而开展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概念教学活动。

例如，笔者发现高中阶段的教材中有许多相近的地理概念，

因此笔者积极转变自身的育人理念，通过比较的方式深化学生对

基本概念的理解，便于他们进行区分。如，风力作用和风化作用

两个概念之间不仅有内在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区别，且学生在

进行记忆时，十分容易将两个概念混淆，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

带领学生借助比较的方式，让他们掌握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共同点

以及差异性，从而可以厘清风力作用以及风化作用的本质特征。

再如，在大气环流和热力环流概念的教学中，笔者为学生呈现了

图 1 和图 2，即气压带和风带关于大气环流的概念，随后让学生

在小组内探究以下几个问题：这两个图都代表着空气的环流运动，

且都属于？ A 大气环流  B 海陆风 C 季风环流 D 热力环流；立足

时空的角度进行分析，尝试比较两幅图的主要差异，并与其他小

组成员归纳出大气环流的概念；尝试描述第二幅图中海陆风的形

成过程及其对海滨地区气温的影响。在问题的驱动下，学生积极

进行探究，他们的探究能力和思考意识得以提升，整体的教育效

果强于直接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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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流运动 1

图 2　环流运动 2

（二）围绕学生兴趣，构建高效课堂

虽然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在实际

的教学中，教师依旧需要把握学生的兴趣，围绕学生的兴趣点开

展教学活动，以此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进一步发挥核心

素养教育理念的引导价值。除此之外，不论是在高效课堂视角下

还是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生的主体性尤为重要，因此在核心素

养这一全新的教育理念引导下，高中地理教师在概念教学中需要

侧重学生主体性的把握，借助有效的情境构建让学生能够主动加

入概念学习过程。通过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一改之前被动

学习的地位，他们可以在趣味内容的吸引以及教师的合理组织下，

主动加入学习过程，进而实现课堂教学的翻转，同时高效课堂的

目标得以实现，利于教师打破概念教学瓶颈，进一步推动教学的

发展。

例如，笔者在“山脉形成”相关内容的教学中，借助信息化

教学手段开展了概念教学活动。在教学中，笔者为学生展示褶皱山、

断块山的形态，动态化模拟背斜和向斜的形成过程，从而使学生

归纳出“背斜成谷，向斜成山”的规律，帮助学生理解难懂的知识，

促使他们综合思维的提升。在此之后，为了强化他们对新学习知

识的应用能力，笔者为学生呈现了落基山脉形成的过程，让学生

思考其属于褶皱山还是断块山，从而引出之后的等高线概念知识。

一般而言，等高线越密集的地方，其地势也越陡峭，学生可以根

据这一内容确定最高点，结合褶皱山断层，分析内外力作用过程，

辨别背斜和向斜两种地貌；不仅如此，教师还可利用 PPT 展示山

地不同地貌的等高线图，例如山顶、山脊、山谷、鞍部、陡崖，

引导学生观察这些等高线图，准确掌握每一种地形的特征，从而

强化学生对这些基础性概念的理解，并为之后教学活动的有效开

展做好保障。

（三）创设教学情境，体现学生主体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学生的主体性尤为重要，因此教师在

教学中，需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能够主动加入学习

过程，从而打造利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概念教学环境。例如，

教师在教学中可为学生呈现相关的案例，例如生物在自然环境形

成与演化中的作用、水土流失是自然环境的演化过程、森林变化

对环境整体变化的影响等，借助这些内容，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分析，

这样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概念性知识的理解。同时，在情境创

设下，教师也需要侧重高考例题的引入，例如笔者在教学中为学

生呈现了 14 年的高考真题：图 3 所示的区域在海拔 4500 米以上，

且本地冬春季盛行西风，全面日照天数为 157 天，多集中在 10 月

到第二年的 4 月，随后笔者让学生思考错那湖东北部沿岸地区在

冬春季风沙活动的沙源。在教学中，笔者首先让学生明确空间尺度，

其次让学生结合地理环境整体性概念，从何气候、水文大气环流

等几个点分析答题思路，最后引导学生运用逻辑顺序答题。这样，

教师在教学中打造良好的教学情境，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并促进学生多元学科素养的发展。

图 3　错那湖

（四）丰富教育评价，完善评价体系

在全新的教育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师同样需要完善教育评价，

从多个角度评价学生。传统的教育评价主要是教师结合学生的成

绩，不过此种形式较为单一，不足以让教师及时把握学生的综合

核心素养，为此教师需要立足全新的角度、从多方位、深层次予

以学生评价，例如学生的探究意识、思考能力、学科素养、知识

应用能力等，也可以让学生进行互评、小组成员间评价等，从而

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在此之后，教师需要结合这些内容，及时调

整教学方向，借此来确保后续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四、结语：

时下，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核心素养教育理念与教

学的融合，成为众多教师研究的重点所在。对高中地理概念教学

来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核心素养教育理念，可以丰富教学

内涵，促使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以及素养，

进而推动教学的发展。不过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

限制性因素，如教师的育人理念较为落后，不够重视学生综合能

力的发展，从而限制了核心素养教育理念与高中地理概念教学的

融合程度，于此地理教师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存在的问题落实

有效措施，从而改善教学现状，深化地理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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