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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元素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理教科书将其融入地理教学中,为培养新时代优秀人才

提供文化底蕴。本文以高中湘教版必修二新旧两版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基于教科书中国元素分析框架使

用NVivo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高中湘教版必修二教科书中国元素相关内容呈现出以物质文化元素

为主；主要围绕生产实际领域展开；多为现代的地方性中国元素等特点。本文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

推动中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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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lements conta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corporate them into geography teaching to provide cultural depth for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takes the new and old two versions of the geography textbook for the required course of 

Senior High School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extbook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elements analysis in geography textbooks using 

NVivo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12.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required course of Senior High School in Hunan Province textbook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nce of 

material cultural elements; mainly centered around the practical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mostly modern local 

Chinese element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Key words] Chinese elements; geography; geography textbooks 

 

引言 

中国元素是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优秀

文化的坚实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蕴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以来的智慧和成就,也是树立文化

自信的重要源泉。近年来国家对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积极加强建设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教育部也明确要求中小学教科书充分发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

提出,课程内容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1]。高中地理教学中适时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地

理学科素养和拓宽学生的人文视野[2]。 

地理教科书不仅是地理课程的主要载体,也是地理课程实

施的重要资源。作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元

素相关内容在地理教科书上占比越来越高,表现形式也逐渐多

样化,但鲜少有研究对高中地理教科书中相关内容展开深入探

讨。本文选取地理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高中湘教版必修二新旧

两版教科书内含中国元素的文本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日后高

中地理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为地理教育工作者

在中国优秀文化教育中提供更具科学性与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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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 

1.1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参考钟晓媛[3]等构建的教科书分析维度框架,参

考马衍明[4]对中国元素的分类,将中国元素分为自然元素、人物

元素、文化元素。内容领域依据中国元素来源的领域结合教科

书实情,分为科技产物、生产实际、日常生活、传记故事,最后

完成分析类目的制定。 

1.1.1内容性质 

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出发,可以中国元素分为自然元素、人物

元素、文化元素,每个类型下又包含丰富的子类别。自然元素指

自然景观元素,与人文、文化元素相区别,没有经过或者几乎很

少经过人类活动干预,包括山水景观、天文景观以及丰富的生物

景观等。 

人物元素分为男性人物元素和女性人物元素,包括历史上

的文人、科学家等,也涵盖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其故事和形象在

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传递着特定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 

文化元素最为丰富且复杂,可将其细分为物质文化元素、非

物质文化元素以及思想元素。物质文化元素指具有物质形态的

静态文化遗产,包括人文遗址历史文物以及服饰、饮食等,是中

华文化的物质见证；非物质文化元素则指的是动态传承的传统

文化元素,包括民间文学、传统曲艺、技艺、医药等,是中华文

化活的灵魂；思想元素指隐藏在具体元素背后的民族文化基因,

包括哲学思想和审美范畴,如儒家、道家思想等,深刻影响着中

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1.2内容领域 

内容领域涵盖了人类社会不同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可分

为科技产品、生产实际、日常生活、传记故事。科技产品领

域关注科技最新发展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推动,包括信息能源

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生产实际领域聚焦于与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产业,包括农工业、服务业等各产业的实际操

作和管理。日常生活领域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

活动、习惯和环境,包括衣食住行、娱乐、教育等各方面以及相

关的习俗、传统和生活方式。传记故事领域讲述个人或集体的

故事,展现人类历史和社会变迁,包括人物传记、神话、史记等

多种形式的叙事。 

1.1.3内容年代 

中国元素内容的时代特征,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社

会变迁来划分。古代指1840年以前,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

史。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现代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通过划分三个时

期,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元素内容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演变,

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意义。 

1.1.4地域特征 

中国元素的地域特征是其显著的文化属性之一,可将其分

为地方性中国元素和非地方性中国元素。地方性中国元素指一

个地区长期积累的独特文化元素,是该地区文化身份和特色的

重要标志,在其他地区难以找到。非地方性中国元素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在多个地区都能得到表现。 

2 研究结果 

从整体上看,中国元素内容在新旧两版高中湘教版必修二

地理教科书中内容占比的总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19版教材含

有中国元素的内容明显增多。 

具体来看,各编码数量差异较大,可从内容性质、内容领域、

年代地域三方面进行分析。 

表1 高中地理教科书中体现气候变化内容的数量 

维度 编码 04 版教科书 19版教科书

内容性质

自然元素 0 5

男性人物元素 1 2

女性人物元素 0 0

物质文化元素 8 20

非物质文化元素 2 4

思想元素 5 1

内容领域

科技产物 2 5

生产实际 8 17

日常生活 3 9

传记故事 2 1

内容年代

古代 5 11

近代 0 4

现代 10 17

地域特征

地方性中国元素 7 25

非地方性中国元素 8 7

 

2.1中国元素内容性质分析 

教科书普遍更倾向于采用物质文化元素,而人物元素较

少,19版教科书相较于04版教科书,在内容上有明显增加和变

化。19版高中地理教科书相较于04版高中地理教科书,自然元素

从无到有,从0处上升到5处,这表明新版教科书提高了对自然地

理与人文地理结合的重视。虽然高中地理必修二教科书中主要

涉及人文地理相关内容,但仍需要与自然地理相关内容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辅助学生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地

理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物质文化元素大大增加,数量高达20

个,其中包括了中国建筑(北方的四合院与云南西双版纳主楼)、

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的尼亚遗址)等。物质文化元素相较于非

物质文化元素更能直观地体现在地理事象上,运用物质文化元

素作为案例或营造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我国优秀文化的兴

趣。但思想元素变少,可能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深层次文化理解,

女性人物元素的内容则没有发生变化,数量仍为0,需要进一步

加以重视,多元文化的呈现是现代教育的重要方面。综上所

述,19版高中地理教科书在中国元素内容上的变化体现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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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于提升教科书文化含量和教育质量的重视程度,然而为

更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度,可更加丰富思想元素

与人物元素。 

2.2中国元素内容领域分析 

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教科书的中国元素主要围绕生产实

际领域展开。生产实际领域占比最多,04版出现了8次,19版出现

了17次,其次是生活实际和科技产物领域,而传记故事出现次数

均为最少。生产实际领域的中国元素通常与城乡、产业、区域

发展主题相关,通过例举京杭大运河的历史纵向串联起了扬州

城的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有利于学生分析交通运输变化对城

镇发展的影响,理解历史悠久的京杭大运河对实际生产生活的

意义。传记故事数量变少,但相较于04版教科书使用《礼记》、

《孟子》等名著,19版教科书突出了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做出的

杰出贡献,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人口分界线结论,对中国人文

地理发展影响深远,以其事迹为案例引导学生感受著名地理学

家的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的实践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实

践力。 

2.3中国元素年代地域分析 

现代的地方性中国元素是教科书中国元素的主要组成部

分。现代时期的中国元素最多,04版与19版教科书分别达到了10

个和17个；19版古代时期的中国元素相较于04版教科书提升了

一倍；而近代时期的中国元素虽最少,但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

发展,在19版教科书中出现了5次。现代时期的中国元素随版本

更替不断丰富与更新,强化了素材案例的时代性。许多中国元素

通过古今对比展现地理事象的发展变化,突出了不同时期的地

理特征。在地域特征方面19版教科书的地方性中国元素内容点

明显增加,非地方性中国元素内容有所减少,更突出地域性,体

现中国元素中的地理特征,引导学生依据相关地区的地理要素

进行针对性分析,促进学生的区域认知与综合思维提升。 

3 建议 

3.1以素养为中心,开展学科融合教学 

中国元素是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对于

培育学生文化素养具有重要作用。理解教科书中的中国元素不

仅仅需要地理知识,还需借助语文、历史等学科的知识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背后的机理。学科融合并非知识

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基于学科知识的共通之处开展。以地理学

科内容为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为核心,将中国元素与地

理知识联系起来,在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培养学生

的区域认知与综合思维。在新课导入时可以运用古诗歌营造意

境,引导学生进入地理情境,在对比地理事象不同时期的发展特

征时,可结合历史实际综合分析形成因素。通过开展“地理+语

文”或“地理+历史”等跨学科主体活动,实现学科共赢,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 

3.2以学生为主体,拓展地理教学资源 

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教

师需依据学生身心特征及地方特色丰富教学案例,拓宽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渠道。不局限于教科书内容,可通过阅读

优秀传统文化读物(如《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观看记

录中国风物的纪录片(如《航拍中国》)丰富教学素材。同时也

可发挥社会实践作用,将书本知识与地理实践相结合,例如教师

可结合教科书知识利用周边古建筑或博物馆等编写针对性的乡

土教科书,配合开展研学旅行,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

解。通过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身边地理事

象联系起来,发挥学生主体地位,提升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 

3.3以实践为路径,加强教师文化素养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文化素质对

传统文化在地理教学中的传播有重要影响。目前教师队伍中部

分教师传统文化素养不足,对新版教科书中中国元素关注度不

高,且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教学理念,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

重要性,在教案编写过程中忽略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缺乏相应

教学技巧使课堂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需重视教师传统

文化素养的培养。首先,教师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主动积极

地接纳新事物,挖掘教科书中的“中国元素”并将其与本专业内

容相融合。其次学校应多组织教师参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

活动,开展相关内容优质课大赛或鼓励教师开发校本课程,使教

师素养在实践锻炼中得到切实提高,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发展。 

总之,高中地理教科书融入了诸多中国元素,通过注重学科

的综合性,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主导性,多方面开发教科书并

开展丰富活动,使其真正成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

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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