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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
潘榕东

东山一中  福建 漳州

摘要：素质教育是现代教学体系中重要课题，这就使得很多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为了培养符合社会需

求的人才，高中地理教学也开始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但高中地理知识较为枯燥难懂，如何将核心素养在高中地

理教学中合理凸显就成为首要问题。本位旨在研究高中地理教学中凸显核心素养的必要性，讨论教学中所遇问题并提

出解决对策，以期提供相关经验推动高中地理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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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新课改背景进行核心素养培养。从多维度、多角度入手，加强学生责任意识和思

想境界，为学生构建完善科学的知识体系，夯实学生人文底蕴，从系统性知识中形成基础地理核心素养，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保证地理教学内容有序推进。核心素养形成不仅能提高学习成绩，还可以为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健全人格，帮助学生终身受益。

一、高中地理教学凸显核心素养必要性

（一）建立学科素养，培养责任意识

在进行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主要目的除了知识传授外，就是为培养学生责任意识。高中学习过程正是学生塑造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在地理教学中凸显核心素养能够有效加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认同感。这也

是为响应新课改号召，在培养学生地理素养的基础上定位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的位置，保证学生思想品质和能力要求。

以地理素养延伸出的核心素养能够奠定学生今后社会基础，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也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素

养，通过所学知识与他人建立自然关联，保障教学进度和教学计划。

（二）丰富人文底蕴，加强实践能力

人文地理作为高中地理教学中的重要分支，能够有效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夯实学生人文基础，以人地协调观为核

心对学生进行区域认识和地理实践力培养，从而推动学生全方位综合发展，搭建综合思维知识体系。所以在核心素养

培养过程中，可以通过人文地理知识学习来搭建框架，填充地理知识、地理思维等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为

实践能力做出铺垫。学生以人文底蕴为基础进行实践活动，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拓展知识边界，优化

学习效果。

二、高中地理教学凸显核心素养现状

（一）教材与资源矛盾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过于依赖教材，缺少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对教材课本有种盲目认知心理，过度认可课

本权威性。在进行教学内容设计时，习惯性以自身为主体，将自身认为的难点和重点代入学生视角，缺少对学生学习

进度和学习能力的调研，不重视学生学习情况。在教学资源开发上，只注重教材内容，对其他课本教材较少引用也不

重视课堂生成资源，导致教学内容相对滞后，不能与社会热点形成有效对接。有些教师则是过于注重课程资源开发利

用，过度追求知识和情景对应，使得教学素材繁杂，没有条理，会打乱学生学习思路，影响课堂效果。

（二）学生思维能力弱

教学与研究

2022年13期

首页 > 《教学与研究》 > 2022年13期 >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

请输入关键词期刊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10-20 作者:
 
潘榕东 

 
文化科学

 
>教育学  分享打印 同系列资源

 1 / 2  来源期刊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

究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注重核

相关推荐

同分类资源

[教育学] 推陈出新和几件物

[教育学] 我国将开展中小学

[教育学] 让“数学源于生活

[教育学] 小班数学活动：《

[教育学] 计算机应用教育应

高中地理  核心素养  

相关关键词

https://www.g3mv.com/
https://www.g3mv.com/
https://www.g3mv.com/periodical
https://www.g3mv.com/thesis
https://www.g3mv.com/search/qk
https://www.g3mv.com/search/lw
https://www.g3mv.com/news
https://www.g3mv.com/journal/10179
https://www.g3mv.com/periodical/info/277807
https://www.g3mv.com/
https://www.g3mv.com/journal/10179
https://www.g3mv.com/periodical/info/277807
https://www.g3mv.com/thesis/view/6529426
https://www.g3mv.com/search/lw?author=%E6%BD%98%E6%A6%95%E4%B8%9C
https://www.g3mv.com/thesis/p261
https://www.g3mv.com/thesis/p261c334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window.print();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1965699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4943609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5763789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3019158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4955366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724281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598182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4185442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1696401
https://www.g3mv.com/thesis/detail/2976352
https://www.g3mv.com/search/lw?q=%E9%AB%98%E4%B8%AD%E5%9C%B0%E7%90%86
https://www.g3mv.com/search/lw?q=%E6%A0%B8%E5%BF%83%E7%B4%A0%E5%85%BB
https://www.g3mv.com/search/lw?q=%E6%95%99%E5%AD%A6%E6%96%B9%E5%BC%8F


2023/9/12 17:46 高中地理教学应该凸显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中国期刊网

https://www.g3mv.com/thesis/view/6529426 2/3

在地理教学教学中培养核心素养就是将地理综合思维和高阶思维进行结合，搭建出完善核心素养体系。但目前学

生还处于学习阶段，在认知水平、思维逻辑能力和实践应用中都比较弱，很难将高阶思维和综合思维进行对接。长此

以往会影响学习效率，不利学生实现深度学习，较弱的综合思维能力也影响学生人地协调观和区域认知能力，不能系

统性、科学性完成地理知识学习，降低整体地理教学效果。同时学生对地理核心素养只有基本了解，缺乏深度认知，

在进行学习时存在缺陷和瑕疵，不能准确细化认知素养内涵，导致核心素养培养犹如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三）教学设计存在不足

在进行教学设计上，大部分教师下意识避免自主创设，选择照搬教材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时缺乏层次性和

梯度性，采用线性教学方法，按部就班进行教学任务。对教学内容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知识内在逻辑分析，使教学效

果浮于表面，时间过长就会很快忘记。在教学情景设计时，教师运用惯性思维带入自身生活经验，对学生不够了解，

只待在自身舒适区，没有打破常规的勇气。看似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实际给学生思维套上枷锁，无法挖掘知识内涵，

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有害无利。所以导致教学进度缓慢，教学内容不能合理分配，阻碍学生全面发展。

三、高中地理教学凸显核心素养方法

（一）聚焦教学内容，搭建知识框架

第一，深挖知识内涵，搭建知识体系。想要实现地理教学中核心素养培养就需要教师进行深度教学，深度教学是

对逻辑形式和意义形式深入挖掘的教学模式。在地理学习中，逻辑形式就是教导学生利用差异性地理要素进行全面分

析的学习形式，是发展高阶思维能力的基础。想要实现学生逻辑形式建立，就需要教师利用自身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全

面教材整合，以学生知识水准为基础对相关知识进行串联，推动学生知识内化加速。第二，加强学生核心地理概念学

习。核心地理概念主要指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加强核心地理概念学习就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提

升地理价值和精神内涵，完善地理知识意义系统，保证地理学育人价值能够顺利普及。因此教师在进行地理教学时，

应以培养核心素养为教学前提，充分利用教材和实践结合方式，深入挖掘知识内涵，为核心素养提供充足养料。

（二）转变学习方式，加强思维能力

教师引导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加强学习质量。学生想要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就要改变学习方法，不能拘

泥于形式，要对自身知识掌握程度进行梳理，考虑学习意识和习惯等方面，进行学习方法优化。在学习过程中，教师

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让其通过小组成员对照的方法来互相促进，相互学习，还应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程度，在教学过

程中应该预留出充足的自主探讨时间，让学生进行主观探讨，结合其他学生学习方法优化自身。以提高学生主观能动

性为目的进行思维能力加强，提高师生之间互动时间，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开展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

能将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应用，让其亲身经历，充分参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核心素质培养打下坚实基础。主观培

养学生发散思维，让其能对所学知识进行延伸细化，多钻研深度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三）加强教学设计，提升思维层次

完整科学的教学设计能够对教学任务起到事半功倍的推进效果。在地理深度教学时，可以利用教学案例结合理论

知识的方法实现，创造出以真实地理情境为基础的案例情况，引导学生通过自身地理思维来解决问题，加深知识掌握

程度。搭建以问题为知识导向，思维方法为解决基础的思维体系，拓展思维空间，加快思维运转效率。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设计梯度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在相应层次中最大限度发挥实力，在保证准确掌握

知识后进行进阶，以此来搭建完整知识传授链条，保证知识传授过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让学生能够深刻理解

地理知识，全面培养核心素养。由于地理知识和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所以教师要加大对特殊情境的创设，营造轻松

学习氛围，以此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

结语

高中地理是伊恩系统性学科，培养核心素养能够让学生准确把握地理学科脉络，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学习效果，提

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出完整的地理知识体系，让学生能够系统性、科学性的看待世界，同时也为今后进

入大学学习打下坚实基础，让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能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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