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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思维

基于综合思维培养的高考复习情境创设策略

———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第一册 《地球上的大气》为例

蔡明忠

摘要：《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强调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四个地

理核心素养。由于素养是在个人与情境的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学生能否解决陌生

的、复杂的、开放的真实问题，是检验其核心素养水平的重要依据。在高三复习

时，利用地理学科独有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原理，以及知识应用的对等性原理，筛选

具有真实性、复杂性的现实情境材料，创设有利于综合分析、联想类比等思维训练

的活动场域，可以训练学生将所学知识迁移到新情境，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强化学

生多角度、创新性思考问题的思维品格，培养学生在新情境中依果析因的综合思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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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福建省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课题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地理探究性智慧课堂关键问题的实践研究”

（ＭＪＹＫ２０１９－２５３）。

综合思维是地理学基本的思维方法。培养学

生地理 “综合思维素养有助于学生从整体的角

度，全面、系统、动态地分析和认识地理环境，

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核心素养需通过学

生在应对复杂现实情境时的外在表现加以推

断”。［１］因此，为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素养，

在组织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依据 《普通高中地理

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结合 《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要求，利用地理学科独有的整体性和差异

性原理，以及地理原理具有相同性的规则，筛选

具有真实性、复杂性的现实情境材料，创设有利

于综合分析、联想类比等思维训练的活动场域，

训练学生将所学知识迁移到新情境并解决新问题

的能力，强化学生多角度、创新性思考问题的思

维品格，培养学生在新情境中依果析因的综合思

维能力。

一、利用原理相同性选择情境材料，训练类

比迁移的综合思维能力

面对陌生情境，学生的思维并非一张白纸，

而是在原有的认知结构基础之上进行知识搜索、

迁移和重组。乔纳森认为：“情境是利用一个熟

悉的参考物，帮助学习者将一个要探究的概念与

熟悉的经验联系起来，引导他们利用这些经验来

解释、说明、形成科学知识。”［２］面对情境问题，

学生往往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利用原有的经

验，即经验导向型。这种思维方式能高效解决常

规问题，却容易在陌生的情境中碰壁。另一种是

利用情境材料，即情境导向型。这种思维方式较

适合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学生在新模块、新

架构 （总复习）学习的起始阶段，多数是采用经

验导向型路径。若停留在经验导向型，综合思维

能力就难以提升。因此，需要寻找由经验导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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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境导向型过渡的载体，帮助学生最终能将情

境导向型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在新单元知识学

习和总复习之初，教师在选择情境材料时，依据

“原理相同”规则，改造学生相对熟知的情境，

设置一个新的情境，可以引导学生学会根据已有

经验去觉察相似情境的共同原理，进而寻找解决

问题的路径。

【例１】（改编自２０１９年新课标全国Ⅱ卷）

积云为常见的一类云，其形成受下垫面影响

强烈。空气在对流过程中，气流携带来自下垫面

的水汽上升，温度不断下降，至凝结温度时，水

汽凝结成云。水汽开始凝结的高度即为积云的云

底高度。据此回答１～２题。

１．若下垫面温度决定水汽凝结的高度，则

我县 （东山，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积云的云底高

度高值多出现在一年四季中的哪一季节，为

什么？

２．正常情况下，我县 （东山）冬天雨滴比

夏天小很多，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该情境素材来自学生深有体验的生活现象，

原理来自教材。材料中的对流过程与教材中的主

干知识热力环流原理有关联性，影响积云的云底

高度及出现时间与大气受热原理及气温在对流层

的垂直分布规律也有关联性。因此，学生可以运

用教材原理，结合影响东山的气温和降水的因素

进行类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１题：积云云底高度为水汽开始凝结的高

度，当水汽的凝结高度由下垫面温度决定时，则

下垫面温度越高，水汽开始冷却凝结的高度越

高，积云云底的高度值也就越高。东山是福建东

南沿海的海岛县，下垫面温度最高的时间出现在

夏季。因此，一年四季中，积云的云底高度高值

多出现在夏季。

第２题：东山是福建东南沿海的海岛县，夏

季气温高，对流较旺盛，对水滴的抬升作用强，

且多对流雨，所以雨滴往往较大。冬天，气温较

低，对流弱，对水滴的抬升作用弱，且多锋面

雨，所以雨滴较小。

“地理教科书要将知识条件化，即将知识带

回具体的问题情境。熟知的生活情境、概念框架

情境中，力避知识干涸化。”［３］为此，在复习 《大

气的受热过程》时，笔者创设了前述的例１。例

１的情境既根据教材中的原理，又不是照搬教学

内容，神似形异。具有一定的生活情境和知识背

景的情境创设，能生动再现地理知识的自然状

态，可有效训练学生在新情境中对知识较高层次

的理解和运用的思维能力。因此，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选择原理相同的特定情境，将具有地理学

科课程价值的案例与教材中的案例进行互补、替

换、重组和融合，构成新的教学内容，能使问题

与学生已有认知结构中的经验发生联系，促进学

生激活现有的经验去 “同化”或 “顺应”，帮助

学生逐渐从经验导向型转向情境导向型的思维。

二、利用整体性原理选择情境材料，强化系

统多维的综合思维能力

“综合思维是一种地理环境整体性的思维方

式和能力”“地理学研究地表环境，不仅限于研

究各个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把地理环境作为统

一的整体，综合研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

互关系，以及地理环境的特征和时空变化规

律。”［４］一种地理事象，往往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是一果多因。一种地理要素的改变，往往

会引起整个地理环境的改变。因此，分析地理事

象，往往需要在对要素进行单一分析的基础上，

再进行综合推理，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通

过借助情境材料，利用整体性原理，引导学生养

成如下思维习惯：先要素拆分，再分析、理清单

个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对

要素进行系统比较与分类，寻找地理要素间的逻

辑关系，总结相互影响的具体表现。

【例２】（改编自２０１９年高考北京卷）

图１是中国某机场空调耗能变化示意图。读

图１，回答问题。

图１　中国某机场空调耗能变化示意图

该机场最可能位于 （　　）

Ａ．黑　　Ｂ．青　　Ｃ．港　　Ｄ．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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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情境素材来源于真实的生产生活，要求学

生应用影响气候因素的整体性原理，进行综合思

考。学生首先要结合图１，并依据题干材料，对

制冷制热进行时段拆分，并与气温建立关联，得

出如下结论。首先，该机场每年４～１１月以制冷

为主，说明该时段气温高。１１月～次年３月以

制热为主，说明该时段气温低。每年制冷时间约

８个月，且耗能远高于制热耗能，说明该地夏季

时间长，冬季时间短，推理获得该地位于亚热

带。其次，要结合中国主要行政区的位置分布、

中国气候的基本特点，将设问的四个省级行政单

位进行如下地域拆分：一个位于东部季风区的北

方，一个位于青藏高寒区，另外两个位于东部季

风区的南方。最后，通过逻辑推理、系统分析，

获得结论。黑龙江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纬度高，

冬季严寒且时间漫长，要求制热时间长，而夏季

时间短，且气温不高，需要制冷时间短。青海位

于青藏高原区，海拔高，全年温度偏低，且冬季

严寒，夏季温度不高，因此制冷时间短。香港和

贵州都位于南方地区，夏季气温较高，制冷的时

间都较长，但香港由于纬度更低，且位于沿海地

区，受海洋影响，冬季气候温暖，基本上不需要

制热，而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且冬季常受到准静

止锋的冷气团控制，气候湿冷，需要制热。

“综合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会通过 ‘拆

分 （分解）’，进而采用适当的综合方法获得结

论是一种重要的综合思维素养。”［５］能从多个地理

要素的角度对特定现象进行分析，能用综合思维

的方式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差异和规律，并给出地

域性解释，这是综合思维的外显。利用 “鲜活”

的材料加工成学习情境，引导学生运用地理环境

整体性的观点，对给出的相关信息进行地理要素

拆分、分析、推理、判断、归纳、对比和预测等

思维活动，以此强化学生的系统思维意识。例２

中的情境材料通过机场制冷制热时间与强度的不

同数据，要求学生运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原理，

通过分析、整合地形、气候、纬度位置、海陆位

置等多种要素，对比制冷制热在不同地区的分

布，体现了对要素综合和时空综合的思维要求。

对制冷制热分布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体现了地

方综合的思维要求。因此，通过完成该情境问

题，学生的系统多维思维会得到强化。

三、利用差异性原理选择情境材料，培养依

果析因的综合思维能力

差异性是地理学的重要思想，也是地理学区

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点。“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综

合思维，旨在使学生能够多要素、多角度而非孤

立、绝对、静止地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能够辩

证地而非僵化地分析人地关系问题。”［４］由于教材

提供的是经典的案例，是用原理能直观解释与表

达的地理事象，若只使用教材的案例，学生因缺

乏在变式情境中运用相关原理的学习机会，易出

现静态的、片面的思维习惯，导致不能灵活依据

情境，进行从果推因的逆向思维。教学时，可选

取用一般原理无法直观解释的特殊地理事象，训

练学生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和技能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依果析因的综合思维

能力，形成多维度辨析地理事象的品格。

【例３】（改编自２０１５年高考海南卷）

图２所示半岛夏季沿海地区气温可达４６℃，

内陆则高达４９℃。读图，回答问题。

图２　某半岛位置和地形示意图

请分析该半岛夏季沿海地区干热的主要

原因。

该情境通过取自真实客观存在的特异性分布

的地理事物，要求学生从时空综合和要素综合的

角度思考问题，并在特异性情境中科学地反思和

验证自己的已有认知。

根据教材的案例，受海洋的调节作用，沿海

地区一年四季温差较小，夏季相对凉爽，冬季相

对温和。图２所示半岛三面临海，夏季沿海地区

气温按理应较凉爽，但事实是气温可达４６℃，

这与学生平常学习所建构的知识模型产生了

矛盾。

（下转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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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如何开拓研究视野向深层次的理论建构迈

进？这些需要持续深入研究。

（四）新课标新教材的新要求

新课标与教材的深度改革，课堂教学的主体

转换，教学难度的显著增加，均对教师提出了巨

大挑战［４］。新课标、新教材、新课堂对教师带来

的新要求、新挑战，仍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研究热点，要继续深入挖掘新课标、新教材的

内涵、特点，围绕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发挥教师

主体作用，积极进行自我调整，做好整体对比研

究、局部专题研究、使用策略研究等。

（五）专业发展的科学评价

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实

现，如何从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教学经验、理

论素养等量的增加，从新手、胜任、熟练、专家

等不同阶段质的提高，从知识更新、新技能的掌

握、专业情感、专业期望、专业价值观等多方面

综合科学评价、互相促进？针对语文教师职前职

后学习培训和教师团队 （工作室）建设，如何进

行目标评价、价值研究、模式指导？这些也是重

点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１］于漪．新时代语文教师的使命 （节选）［Ｊ］．语文建

设，２０１９（９）．

［２］赵隽．基于布拉德福定律区域法的学术论文分布研

究 ［Ｊ］．现代情报，２０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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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论文转载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Ｊ］．教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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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素质教育的培养，学生应具有在特异性

的情境中发现关键事实特征的能力。例３要求根

据图２所给出海陆位置、经纬度位置、等高线分

布及高程等信息思考问题。依据图中经纬度和

“波斯湾”等信息，可判断该半岛位于中东热带沙

漠气候区，终年主要受副热带高气压影响。夏季，

随着气压带、风带北移，该地区一方面受副热带高

气压控制，盛行下沉气流。另一方面，影响该半岛

的西南风是经过非洲干热区和阿拉伯半岛的热带沙

漠气候区，空气干燥炎热。夏季，该半岛沿海地区

的盛行风向是由陆地吹向海洋。在半岛东部沿海地

区，是西南风的背风坡，加剧了干热程度。由于以

上原因，导致该半岛夏季沿海地区异常干热。

“解释地理现象也是地理学科能力和地理学

科素养的重要方面。”［６］利用特殊性情境材料，让

学生在具有特异性的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有助

于培养地理综合思维的敏感度和逻辑性，有助于

学会从已知条件出发到目标，养成依果析因的思

维习惯。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课堂教学从

“知识立意”“能力立意”向 “价值引领、素养导

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转变。为此，教师要

以核心素养的视角来研究课程标准，思考综合思

维的内涵和视角，寻找综合思维培养的教学素

材，创设综合思维的停靠点，使课堂教学成为综

合思维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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