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讨７卷 8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15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在初中课堂教学中的落实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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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是新时代地理教育的重要任务，其包括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

践力四个维度。本文结合初中地理教学实践，探讨核心素养的落实路径，提出通过情境教学、信息技术融合、单元教学设计、

实践活动等策略，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素养为导向的课堂模式。研究结合具体案例，验证了路径的有效性，为初中地理

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初中地理；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落实路径

引言

在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已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地理教育作为

连接人地关系认知与实践的关键载体，正经历从“知识传授”

向“素养培育”的深刻转型。《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明确提出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

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四大核心素养 [1]，而初中阶段作为衔接

小学具象思维与高中抽象思维的关键期，亟需探索素养落地

的有效路径。当前初中地理教学仍面临知识碎片化、实践缺

位、情境脱离生活等问题，难以满足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的发展需求。

1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教学要求

人地协调观指人们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秉持的正确价值观 [2]。学生通过学习应理解自然规律对人类

活动的制约，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反作用，形成尊重自然、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理念，能够对人地矛盾进行

简单的分析和评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

综合思维指人们综合地认识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的思

维方式和能力 [2]。学生能够理解地理事物和现象是由地理要

素构成的，能初步别气候、地形、水文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了解地理现象的动态演变过程，形成从综合视角分析问

题的意识。

区域认知指人们从空间 - 区域的视角认识地理环境及

人地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能力 [2]。学生能够使用经纬度识别区

域，对一个区域进行定位。学生能够站在空间—区域的角度，

对地理区域内的人文特征、自然资源、气候环境、地形地貌、

空间位置等因素进行认知 [3]。

地理实践力指人们在地理实验、社会调查、野外考察

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行动力和意志品质 [2]。学生通过

野外考察、实验模拟、社会调查等活动，能够掌握一些简单

地理工具的使用，能够结合现实问题设计简单的解决方案。

2 地理核心素养在初中课堂的落实路径

2.1 情景教学：创设真实情境，激发核心素养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依托真实且具有现实意

义的情境，使学生能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地运

用地理知识、形成地理思维，在未来再次面临类似问题，有

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信地参与其中 [4]。创设真实情

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引导他们从地理视角观察世

界，提升其地理核心素养。

情景设计的贴近性是关键。教师应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

相关的地理事物和现象作为教学情景。例如，在讲解“气候

类型”时，可以结合本地气候特征，提出“为什么家乡夏季

多雨而冬季干燥？”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记录本地

气温和降水数据，分析气候成因。这种情景设计能让学生感

受到地理知识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进而增强学习动机。

情景的探究性非常重要。真实情景应包含待解决的地理

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例如，在“城市热岛效应”教

学中，教师可以展示城市与郊区气温差异的卫星云图，提出“城

市为何比郊区更热？”的驱动性问题。学生通过分析城市地

表覆盖类型、人口密度、工业活动等因素，逐步揭示热岛效

应的形成机制。这种探究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

用情景的跨学科性拓展学生视野。地理问题往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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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知识，教师可以通过设计跨学科情景，引导学生综合

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解决问题。例如，在“河流污染治理”

教学中，可以结合化学知识分析污染物成分，利用数学方法

计算污染扩散范围。这种跨学科情景能帮助学生建立知识间

的联系，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2.2 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教学手段，突破教学难点

地理学科具有空间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传统教学

手段难以直观呈现抽象概念与宏观过程。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入能够构建虚拟地理空间，动态模拟地理过程，突破时空限制，

为培养学生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等核心素养提供技术支撑。

第一，多媒体资源的直观展示是突破教学难点的基石。

像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板块运动、大气环流等地理现象和过

程，时空尺度大且动态变化复杂，学生难以想象。而三维动

画视频等多媒体资源，能清晰地呈现这些现象和过程。

第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能提升学生分析问

题的能力。GIS 具备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将其

引入地理教学可让学生亲身体验地理信息的处理过程。在讲

解“地形如何影响气候”时，教师可以利用 GIS 软件展示不

同地形的等高线图、三维地形模型。接着引入气温、降水等

气候数据，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

气候差异，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地形与气候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创造

沉浸式的学习体验。VR 技术能让学生仿佛置身实地考察的

地质地貌景观中，例如雅丹地貌、喀斯特地貌；AR 技术可

将虚拟地理信息与现实场景结合，如在学习“太阳直射点的

移动”时，学生能看到太阳直射点移动轨迹，增强学习趣味

性和实效性。

第四，在线教学平台拓展了学习的时空界限。它提供

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便捷途径，打破传统教学的限制。平台

支持师生、生生实时互动交流，教师在课后布置研究性学习

任务，学生可以通过平台分享资料、交流成果，加深对区域

地理的理解。

2.3 大单元教学：整合教学内容，构建知识体系

地理学科知识繁杂且相互关联，传统教学常出现知识点

碎片化的问题，不利于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大单元教

学以单元为整体进行教学设计，能整合教学内容，帮助学生

构建系统、全面的地理知识体系，提升其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第一，单元主题的精准提炼是基础。教师要依据课程

标准和学生认知水平，确定具有统摄性的单元主题。例如，

以“中国的自然环境”这一大单元为例，将“地形地势”“气

候”“河流”等内容整合，以“中国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影响”

为主题。精准的主题能让学生明确学习方向，清楚各知识点

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构建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第二，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是关键。教师要打破教材

的章节界限，将相关知识串联起来。在“中国的地形地势”

教学中，先介绍中国主要山脉、高原、平原、盆地、丘陵的

分布，接着分析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然后

可以与“中国的气候”相联系，探讨地形地势对气候的影响，

再结合“中国的河流”，说明地势决定河流流向，气候影响

河流的水文特征。通过这种整合，学生能清晰地看到各自然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

第三，教学活动的梯度设计是保障。教师需要围绕单

元主题和整合后的内容，设计一系列有梯度的教学活动。例

如，在“中国的农业”大单元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了解中

国农业的地区分布差异，接着探究影响农业分布的自然和社

会经济因素，最后模拟规划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方案。这种

梯度教学活动能让学生逐步深入理解知识，在实践中构建知

识体系，提高解决实际地理问题的能力。

2.4 实践活动：强化实践探究，提升地理实践力

地理实践力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

实践活动能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环境中运用地理知识，

强化实践探究能力，提升地理实践力。

第一，野外考察活动能让学生亲近自然，直观地感受

地理现象。以“认识家乡的地形地貌”实践活动为例，教师

组织学生前往家乡周边的山区或丘陵地带。在考察前，学生

需提前查阅资料，了解当地可能存在的地形地貌类型。考察

过程中，他们使用地形图、指南针等工具，实地观察山脉的

走向、山坡的坡度、沟谷的形态等，记录不同地形部位的特

征。回到学校后，学生根据观察记录，绘制简单的地形示意

图。通过这样的野外考察，学生能将课堂上学到的地形地貌

知识与实际地形相对应，加深对地形地貌特征的理解。

第二，地理实验活动可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地理原理。

在“探究影响水土流失的因素”实验中，学生分组准备实验

器材，如木板、土壤、喷壶等。他们分别改变坡度、植被覆盖、

降水强度等条件，观察水土流失的情况，并记录数据 [5]。例如，

一组学生将木板倾斜不同角度，模拟不同坡度，用喷壶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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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观察并比较不同坡度下水土流失的多少；另一组学生

在木板上覆盖不同密度的植被，再进行相同的降水实验。实

验结束后，各小组分析数据，总结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通过亲自动手实验，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水土流失的原理，

培养科学探究精神。

第三，社会调查活动能让学生关注社会地理问题，增

强社会责任感。在“调查家乡的交通状况”实践活动中，

学生分组对家乡的主要交通干道、交通枢纽进行调查。他

们统计不同时段的车流量、人流量，观察交通拥堵的路段

和时段，分析交通拥堵的原因。最后，学生再根据调查结果，

提出改善家乡交通状况的建议。通过社会调查，学生能将

地理知识应用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升社会参与意识和地

理实践力。

3 案例分析：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教学为例

3.1 教学目标与核心素养对应

区域认知：通过地图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理位置、

地形特征及气候类型分布，理解其“热带大陆”与“高原大陆”

的称谓来源。

综合思维：探究单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经济

发展的制约，分析殖民历史与资源出口依赖的关联性，以加

纳为例模拟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易。

人地协调观：结合“人口 - 粮食 - 环境”恶性循环案例，

讨论可持续发展路径，如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多样化经济等。

3.2 实施过程

3.2.1 学材再建构：整合多模态资源

地图分析：使用分层设色地形图与气候分布图，引导

学生标注赤道、南北回归线，总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半球位

置、纬度位置及海陆位置。

数据对比：展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口商品占比

图”，结合加纳的进出口贸易案例，直观呈现单一商品经济

的弊端。

文化融入：引入非洲鼓文化、雕刻艺术等素材，对比

不同地理环境下文化差异，如热带草原气候对游牧民族生活

方式的影响。

3.2.2 学法三结合：分层递进探究

课前思考：布置课前预习任务，要求学生收集非洲资

源分布与殖民历史资料，形成初步认知。

小组讨论：模拟“加纳与其他国家贸易谈判”活动，

分析单一经济结构的后果并提出解决方案。

全班展示：分组汇报“人口 - 粮食 - 环境”问题的解

决策略，通过思维导图梳理可持续发展措施的逻辑关系。

3.2.3 学程生成：本土案例迁移

知识迁移：对比中国“精准扶贫”与非洲科特迪瓦的

农业多样化改革案例，探讨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必要性。

实践拓展：设计“家乡资源利用调研”项目，引导学

生反思本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强化人地协调观。

3.3 实践效果与反思

3.3.1 成效验证

学生能独立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与农业关系（如

热带草原气候干湿季对畜牧业的影响），区域认知达标率提

升至 85% 以上。

通过模拟贸易活动，90% 的学生能解释单一商品经济的

成因，并设计简单的改革方案（如发展农产品加工、旅游业）。

3.3.2 挑战与改进方向

教师素养提升：需加强跨学科整合能力，如将 GIS 技

术应用于资源分布可视化教学。

资源开发：避免案例同质化，可引入“中非合作项目”

等本土化素材，增强教学时代性与实用性。

4 结语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新时代地理教育改革的重

要方向，其实质在于引导学生运用地理视角认识世界，提升

综合分析与实践能力。真实情境的创设能激发学生探究兴

趣，信息技术手段可突破时空限制，大单元教学促进知识结

构化，实践活动则强化地理实践力。未来，教师需进一步优

化跨学科整合能力，开发更具时代性的本土案例，构建“知

识—思维—能力”三位一体的素养培育体系，使地理教育真

正服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和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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