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气候”为例谈利用中图板教材落实课程内容标准的体会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以“气候”内容为例，结合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浅

谈在中图版教材（新京版义务教育地理教材）中有效落实课程内容标准的四点体

会：整体认识课程标准的基本结构；整体理解教材的基本结构；结合教材实际和

学生基础分析教学重点和难点；依据课标要求合理分解课时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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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内容分为四大部分：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

乡土地理，课程内容的“标准”也是按照这四部分的顺序逐条叙述的。但是不同

版本的教材顺序却是各有特色，正所谓“一标多本”。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图版教

材，也叫新京版义务教育地理教材，是由北京教科院编写，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的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中图版教材的内容顺序是地球与地图、中国地理、

世界地理。地理教材作为素材性课程资源的主要载体，是落实课程标准十分重要

的课程资源。如何在中图版教材中有效落实课程内容标准的呢，下面结合多年的

教学和研究经验，以“气候”为例谈一谈一下自己的思考与体会。

一、整体认识课程内容标准的基本结构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内容把“地球与地图”安排在最先学习，突出了地球与地

图在地理学习中的重要地位。“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内容又分为基本概况

和认识区域，“乡土地理”可以是独立学习的内容，也可以成为综合性学习的载

体。在课程内容标准中关于“气候”的标准共有 13 项，见表一：

课程内容标准 所属部分

1.区分“天气”和“气候”的概念，并能正确运用。

2.识别常用的天气符号，能看懂简单的天气图。

3.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4.阅读世界年平均和 1 月、7 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纳世界气温分布点。

5.阅读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6.运用气温、降水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说出气温与降

水随时间的变化特点。

7.运用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说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

8.举例说明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

9.举例说明气候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世界地理——

概况

10.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某大洲地形、气候、水系的特点，简要分

析其相互关系。

11.运用图表说出某地区气候的特点以及气候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生活的

世界地理——

认识区域



表一 关于“气候”的课标内容标准

在“地球与地图”部分没有对“气候”内容的直接要求。但是有一项内容“用

地理现象说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和气候是有关系的。在地球公转产生的地理现

象中，四季更替和不同纬度地区热量的差异，正是学习气候的基础。在“世界地

理”的总论部分中单列出“气候”内容，共有 9 条标准，这些标准从区分概念、

识别常用的天气符号，到阅读气候相关的地图、图表，再到举例说明影响气候的

因素以及气候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是从基础的概念到简单的

综合，是学习气候的基础内容。在“世界地理”的认识区域中，关于“气候”的

标准虽然只有两条，但是对能力的要求已经进入到全面综合的层面。在“中国地

理”的概况和认识区域中对“气候”的直接要求各有一条，但是有些内容标准虽

然没有直接提到气候，也和气候是相关的。例如“举例说明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可见在“中国地理”的分区地理中也已经达到全面综

合的要求，对学生的能力要求也很高。

二、整体理解教材的基本结构

中图版教材（新京版义务教育地理教材）包括教科书 4 册、地理图册 4册和

教师教学用书 4 册，供七年级和八年级教学使用。教科书是按照先“中国地理”

后“世界地理”的顺序编写的。教科书中关于“气候”的内容主要有 14 节，见

表二：

教材内容 所属章节
所属部分

1.天气和气候、气温和降水、冬夏气

温状况、降水量的变化、气候特征

七上第三章第二节气温、降水和气候

特征
中国地理—

—概况2.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意义 七下第七章中国的地域差异

3.自然环境和农业发展、首都北京 七下第八章第一节北方地区
中国地理—

—认识区域
4.自然环境和农业发展、台湾省 七下第八章第二节南方地区

5.高原气候和农牧业 七下第八章第三节青藏地区

6.温带大陆性气候区 七下第八章第四节西北地区

7.气温的分布和变化、降水的分布和

变化

八上第二章第一节气温与降水的分布

和变化

8.热带气候类型、亚热带气候类型、

温带气候类型、寒带气候、高原、高

山气候、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

八上第二章第二节主要的气候类型

影响。

12.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 中国地理——

概况

13.运用地图与气候统计图表归纳某区域的气候特征。 中国地理——

认识区域



世界地理—

—概况

9.气候对生产的影响、气候对生活的

影响、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空气质量的

影响

八上第二章第三节气候对生产和生活

的影响

10.复杂多样的气候 八下第五章第二节认识亚洲
世界地理—

—认识区域
11.湿热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 八下第六章第一节东南亚

12.干燥的气候和有限的水资源 八下第六章第二节中东

13.有规律分布的热带气候 八下第六章第三节撒哈拉以南非洲

14.独特的自然环境 八下第七章第三节澳大利亚

表二 教材中关于“气候”的内容及分布

列出的教材中 14 个章节，都是讲授“气候”相关知识的，或者有内容或者

有图表，还有个别章节也涉及到气候，但是没有单独列出或者作为环境整体分析，

因此没有统计章节。从教材中与“气候”相关内容的分布来看，在“中国地理概

况部分”不仅仅是课标要求的内容“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

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课标在“世界地理”概况中关于“气候”的部分

内容。课程标准中这部分内容是学习气候的基础，也是教学的重点，而中图版教

材是“先中国后世界”的顺序，因此要在七年级上册落实这部分重点内容。七年

级下册主要是中国的四大分区内容，既要分析区域气候特点，又要分析气候在该

区域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是相对综合的。八上的世界地理部分，虽然课标

中的内容标准很多，但是在中图版教材中相对较少，主要讲授世界气温和降水的

分布与变化以及世界 13 中气候类型的分布及特点。在八下的世界地理分区中，

不同尺度的区域都有关于气候的内容，但是相对都比较综合，主要体现在气候要

素在不同尺度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三、结合教材实际和学生基础分析教学重点和难点

气候是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之一，不论是初中地理课程标准还是高中地理课程

标准，这一部分内容都是重点。例如课程内容标准要求“举例说明纬度位置、海

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无论哪个版本的教材，教学重点都是纬度

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也就是影响气候的因素。但是不同

版本的教材对于学生学习教学难点却是不同的。在中图版教材（新京版义务教育

地理教材）中，该内容是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二节《主要的气候类型》中最后一

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分析过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对中国气候的影

响，结合区域特征也具体分析过影响气候的因素以及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所以再结合本章内容中的前几课时学习过的世界气候类型、世界气温

和降水的分布规律，学生在落实“举例说明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对气温和降水的



影响，以及说明海拔对气温的影响”时并不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解读对本条“标

准”也给出建议，“不必从成因分析来理解，只要学生能比较出影响两地气候差

异的主要因素即可，如地形的影响使山地迎风坡和背风坡存在降水差异”。因此

利用中图版教材教学时，教学难点是在世界尺度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说明问题的方

法。例如在分析拉萨与乞拉朋齐的降水量差异时，能否将他们的位置与喜马拉雅

山进行联系，尤其是与南亚地区的夏季风风向相联系，来说明“迎风坡降水多、

背风坡降水少”，需要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通过分析地图、资料把所学知识进

行选择和迁移才能明确。

四、依据课标要求合理分解课时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目标又称课时教学目标，是教学目标体系中最基础的层面，也是最

具体的教学目标，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和评价课堂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①课程

标准中相关的内容标准是制定教学目标的主要依据，课时教学目标是对相关内容

标准的正确分解和表述。因此利用中图版教材落实课程内容标准时，要注意合理

的分解课时，制定有效的课堂教学目标并在课堂上落实。以中图版教材七上第三

章第二节“气温、降水和气候特征”为例，见表三

表三 教材内容与课标内容标准

本节内容是七年级上学期中国地理概况中的第二节内容，虽然课程标准在

“中国地理概况”中只列出内容标准“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

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教材中先讲中国地理后讲世界地理，要想说

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就需要先落实课程标准中

的前 6 条标准，这些内容对学生而言既是重点又是难点，一课时显然是不能完成

的。《地理教师教学用书》建议用 4 课时完成教学内容，这就要求教师要将这七

所属部分 所属章节 教材内容 相关课程标准内容

中国地理

——概况

七年级上

册第三章

第二节气

温、降水

和气候特

征

天气和气

候、气温和

降水、冬夏

气温状况、

降水量的变

化、气候特

征

1.区分“天气”和“气候”的概念，并能正确运用。

2.识别常用的天气符号，能看懂简单的天气图。

3.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4.阅读世界年平均和 1 月、7 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

纳世界气温分布点。

5.阅读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

点。

6.运用气温、降水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

图，说出气温与降水随时间的变化特点。

7.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

气候的主要因素。



条内容标准合理的分配到四节课中并且分解成课时目标在课堂上进行落实。例如

内容标准要求“运用气温、降水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说出气温

与降水随时间的变化特点。”这条标准是学生首次接触“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

图”，既要求绘制又要求学会阅读，因此需要用一课时来完成教学内容，并且要

将其分解成课时教学目标“1.通过老师演示和讲解要求，学生结合北京市气温降

水资料，学会绘制“北京市气温年变化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2.通过分析“北京

市气温年变化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学生找出月平均气温高于 20℃和低于 0℃，

月平均降水量大于 50mm 和低于 10mm 月份，说出气温和降水随时间的变化特点。

3.结合图像和生活实际，概括出北京市的气候特点，学会用图像分析气候的方法，

养成关注生活、关注身边地理现象的习惯”。 第 3条和第 4条标准看似和本节课

无关，是对世界气温和降水分布的影响，但由于学生首次接触气温和降水，因此

本节课必须要落实“阅读我国年平均和 1月、7 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纳我国气

温分布点；阅读我国年降水量分布图，归纳我国降水分布特点”。

①《地理教学论》王民，仲小敏，高等教育出版社，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