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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高考改革已经在多个省份铺开，新高考改革采用的是选科分班教学模式。地理学科作为选科之一，它与政治、历史人文学科等有
所区别。政治、历史这两门课靠记忆就会取得好成绩，而地理不但需要记忆，更要有良好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多数文科生因为没有较好的理
性思维能力，所以选择了文科。而地理又要求要有理性分析能力，所以这对于学生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学习障碍。导致很多学生厌烦地理，对
地理产生抵触厌烦情绪，这对于地理教学的开展是不利的。地理又是高考必考科目，所以，身为教师，应该找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 大
限度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模式，为学生的学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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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下高中地理教学的现状 

在当前的人文教育模式下，我国高中教育仍然是以人文科学课程为

基础，地理是人文科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政治和历史等纯

自由性质的两门学科相比，地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仅有需要学生记

忆的地图、气候、洋流和人文科学，而且还存在一些需要计算的时间、

纬度和经度等问题。对于文科生，内容的第一部分简直是小菜一碟，但

对于第二、第三部分是像“天书”，让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而，对于

高中地理教学来说，很多教师都发现了这一现象，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

面，没有深入思考这一现象的成因。 重要也是致命的原因是地理学科

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已经分离，导致对零散需要记忆的知识点有了很好

的把握，但缺乏解决问题技能的相对灵活性。地理学科是关于全球地理

环境和人类特征的“整体”和“部分”的联系，而关注的焦点就是这种

“联系”，它是学生解决地理问题的良药。 

2 培养高中生地理学习核心素养的策略 

从理论上讲，教师们对地理学的核心品质有了很好的认识，这不仅

是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思考局部问题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们应该帮助高中生培养地理学科学习的核心素养，从“看山是山”

到“看山不是山”的境界仍然很难。首先，学生应突破思维和学习的固

有模式、有限的知识。目前，我国地理教科书按照“自然地理”和“人

文地理”的顺序编排。相似的内容分章排列，有利于知识的整理安排，

但不利于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全面理解和掌握。此外，高中地理教学和教

材也分阶段告诉学生不同的知识，面对这些现实，高中地理教师有必要

积极提高自己的知识整合能力，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整合所学知识，梳理

成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例如，高中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设备，

整合小学和高中、初中地理知识，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 

教师可以在相关教育网站上下载一些好的纪录片或教育专题片，告

诉学生地球的诞生、宇宙中每颗行星的运行过程，甚至行星的运行如何

影响地球上的光、时间和潮汐。这些问题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它们也是 难理解的问题之一，是学生用空间想象力 难想象的问题。

然而，通过光影的转换，书本上枯燥而抽象的知识已经成为大屏幕上生

动的片段，使学生能够在观看这些教学视频的过程中建立起对宇宙、地

球、其他行星的正确认识。 

直接的好处就是让学生模拟地球、太阳的演示，了解季节的变化

运行，改变了地球的光的自然原因，甚至分温区。通过多媒体技术，让

学生学习地理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用自己的理解和感官，在自己的脑

海中构建一个真实的星运场景。任何从事地理教学的人都知道，在地理

课程教学中，人文地理是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的部分。原因是人文地

理的知识体系过于复杂，知识点太多、太细，容易在学生有限的记忆时

间内混淆甚至错过一些知识点。在这一点上，需要学生学会知识，具有

分析和分类系统的能力，让他们做题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象的结果得出，

而不是复制内存中的内容。例如，当教学欧洲地理相关内容时，教师可

以鼓励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西欧的奶酪非常

有名，欧洲人喜欢喝牛奶，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乳品工业非常发达，这些

国家的国土面积虽小，但发展了乳品业，这显示出两个问题的标题：一

是乳品业适合大城市周边发展，因为乳制品易腐烂，运输不便，大城市

对乳制品的需求量很大；二是，西欧国家非常适合饲养奶牛和其他家畜，

因为这里常年有牧草，这反映了温带海洋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多雨，冬

暖夏凉，年温差小，光热条件不利于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的生长，但有

利于肉质牧草的生长。世界各地具有这种典型气候的城市包括西澳大利

亚、新西兰、北美的温哥华（加拿大）、西雅图（美国）、南美洲的蒙特

港（智利）和庞塔竞技场（智利），这些城市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 40 到

60 度之间。通过知识点讲解和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对这个地区地理

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了解。并通过由浅到深的知识解答，一步步让学生将

所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加深对知识的印象。要学好地理，学生需

要学会在整体上把握特殊，即要在全球地理环境的前提下将各知识点联

系起来，精确地理解每个地区的独特特征。如日本，虽然国土面积很小，

但它是工业出口大国，原因就在于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它的气候属于温

带季风气候，全年四季分明，生产工业电子元件、汽车、家电、电子产

品。 

3 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困境 

如上所述，教材和课程设置分离了地理教学内容。学生在学习人文

地理后很容易忘记前面自然地理的内容。因此，他们在复习时必须花费

大量的精力来重复之前所学的内容。要积极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质，

就必须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然而，从目前的

教学实践来看，要实现这样的高职业素质，在一线教师的战斗中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还要继续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4 结语 

综上所述，培养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是高中地理教师在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必须达到的教学目标。就笔者的教学经验而言，地理教师可以

从培养学生的地理概念、地图识别能力和地理实践能力入手，来提高地

理的核心素养。以上是笔者对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培养高中地理核心素养

的心得，教师只有掌握各学科的核心素质，在课堂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

才能把握教育主体的本质，让学生真正理解地理，掌握学习地理的方法，

从而使物理学习更加轻松，取得优秀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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