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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

颁布和新高考改革模式的实施，高中地理课堂教学将进

入新的实践阶段。2017版高中地理课程的总目标是“通

过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从地理教育的角度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1]。那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落

实地理课程目标，如何通过具体的课程内容培养学生地

理核心素养，实现地理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是当下地

理教学及教研聚焦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必修课程

地理1第7条内容要求为案例，即“运用图表等资料，说

明海水性质和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呈现“五位一

体”的设计路径，具体设计如下：

一、内容要求的对比与分析

内容要求是指地理课程学习的具体内容，是落实

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但由于内容要求较为抽象，

为了精准把握教学内容、要求及方向，进行教学设计时

首先要对“内容要求”进行详细的分析。通过对内容要

求的分析，为学习目标的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1. 与 2000 年教学大纲对比（见表 1）    

 表1   2017版内容要求与2000年教学大纲对比

课程标准（2017版） 教学大纲(2000年)

内容要求
学习内容

要点
知识要求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

明海水性质和运动对

人类活动的影响

海水温度

和盐度  

海水运动 

了解海水温度和盐度及其与

环境的关系。

了解海水运动的主要形式。

理解洋流的成因和地理意义。

从表1的对比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异：一是

表达方式不同，2000年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以

“学习内容”和“知识要求”的方式呈现；2017版内容

要求（以下简称“内容要求”）用一句完整的语言表

达。二是行为动词不同，大纲是“了解”“理解”，指

令词比较宽泛，没有明确的导向性及可测性；内容要求

的行为动词是“说明”，指向清晰明确，操作性强。三

是能力层次要求不同，大纲是“知识要求”，侧重学习

三个基本知识；内容要求则强调“说明海水性质和运动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因此，2017版内容要求更强调“学生理解自然环

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能辩证看待自然环境对

人类活动的各种影响”[2]。强化学生正确的人地协调发

展观念，体现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即，大纲侧重“知

识的学习”，内容要求强调“人的发展”。

2. 内容要求分析

通过图式（见图1）的结构分析，对内容要求进行详细

分析，明晰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需培养学生

哪些地理价值观念、地理态度、学习方式及思维品质。

图1   内容要求分析路径

摘要：若把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比喻成“巨龙”，冠以“龙头”的课程标准已经

正式颁布，接下来作为“龙身”的课程实施将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作为“龙尾”的课程评价也会反过来推动课程实

施的进程与质量。当下，研究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施是关键，而教学设计是课堂教学有序与

有效的重要保障。本文探讨“五位一体”的设计路径，“一体”是指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功能定位，“五

位”是指对“内容要求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式及思路设计、教学过程设计及教学评价设计”。旨在通过探

讨来呈现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设计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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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必修课程《地理1》内容要求1.7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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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是行为动词，即解释清楚，是教学的标

高；“海水性质”和“海水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

响”是“说明”的行为目标，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运

用图表等资料”作为行为条件，是对教学方式的要求。

即，此教学任务是：解释清楚海水性质对人类活动的影

响；解释清楚海水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此内容要求可整体理解为，在“说明”行为指

向、“运用图表等资料”行为条件下，实现“海水性质

和海水运动对人类活动影响”的教学内容。通过对该内

容要求的学习，学生能从海水性质、运动对人类影响的

角度，理解海洋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并认

识到海洋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海兴则国强民富，

海衰则国弱民穷”。培养学生“具备家国情怀和世界眼

光，形成关注地方、国家和全球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

的意识”[3]。

二、学习目标设计

在详细分析内容要求的基础上，参照核心素养水

平等级及学业质量水平2的要求，并结合学生认知水

平，以地理核心素养培养为取向的学习目标确定如下：

1.结合生活常识，能说出海水性质包括的方面；

结合海边旅行经历，能说出一种以上海水运动的

形式；（地理实践力）

读世界海洋表层温度、盐度分布图，能描述海水

表层温度、盐度随纬度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理解海

水温度、盐度的概念内涵；

（以上是对海水性质和海水运动概念的理解）

2.结合自己熟悉的海区，能说出海水温度、盐度、

运动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地—人、区域认知）

3.根据图表资料，能说明给定海域海水温度、盐度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地—人、区域认知）

4.根据材料，能说明给定海域海水运动对人类生产

生活的影响。（地—人、区域认知）

三、教学方式选择及思路设计

本课程内容采用“问题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是

以解决问题为要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运

用地理的思维方式，建立与问题相关的知识结构，并

能由表及里、层次清晰的分析问题，合理表达自己意 

见[4]。结合教学目标，运用目标导向教学设计与实施，

该节课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设计如下（见图2）。

图2   教学方式及路径设计

四、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

环节
学习活动过程

材料1：2012年，我国破解了海冰淡化最后一个技术难题，实现了1.4吨海冰产1吨淡水。这项技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技术。这

样，渤海便无疑成了淡水严重匮乏的环渤海地区潜在的巨大水碗。渤海海冰淡化厂与河北南堡盐场开展合作，将海冰淡化的卤水

直接排入盐场的蒸发池，实现了淡化全程零排放。

材料2：每年农历八月，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甚至涌上江岸。杭州城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活水源来自钱塘江。

材料3：海洋中蕴含着丰富的清洁能源，如波浪能、潮汐能等。

材料4：图3为全球降水量及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蒸发量、盐度随纬度变化的分布图。

图3   全球年降水量及海洋表平均温度蒸发量与盐度按纬度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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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情景

呈现

材料5：“渤海湾和杭州湾区域图”（图略）及“我国已建成主要海洋能项目”（见表2）。

表2   我国已建成主要海洋能项目

项目涉及的海洋能种类 实施单位 实施地点 海洋能装置功率/kw 百千瓦用海面积/hm2 用海时间

潮汐能 龙源电力集团公司 浙江 3900 约3.3 30年以上

潮汐能 中海石油研究总院 山东 300 大于0.67

海洋能设备设

计寿命15年

波浪能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 广东 400 大于0.75

波浪能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海南 1500 大于0.53

波浪能 中船重工711所 浙江 300 大于0.6

（资料来源于网络）

任务

驱动

任务1：

海水性质和海

水运动的概念

1. 结合生活常识，说出海水性质包括哪些方面。

设计意图：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地理概念的掌握是极其重要的。著名的教育学家查有梁先生曾说：“帮助学

生获得重要概念就意味着一大类问题的解决和一大群方法的运用”。能否正确理解和掌握地理概念，直接关系到

对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的深刻理解与应用。

2. 据图3，描述世界海洋表层水温、盐度随纬度的变化规律，并说出其主要影响因素。

设计意图：理解海水温度、海水盐度概念的内涵。

3. 结合海边旅行经历，说出一种以上海水运动的形式。

设计意图：凸显地理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启迪学生用“地理眼睛”去观察和用“地理头脑”思考，做到学用

结合。

任务2：

海水温度、盐

度对人类活动

的影响

4. 六人为一小组，就你熟悉的海区，向小组同学讲述海水温度、盐度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设计意图：学业质量水平1要求，“在简单、熟悉的情境中，能够辨识水等自然地理要素，简单分析其中两

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5]

教师可通过学生在思考地理问题、表达观点的过程中，进行表现性评价。语言、文字、思维、创造力的表

现，是一种适合评价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方法[6]。地理的思维能力、表达交流能力也是地理学科的核心能力。

5. 从气候角度，解释冬季杭州湾海水不结冰，而渤海湾海冰覆盖的原因。

设计意图：学业质量水平2要求，“对于给定的简单地理事象，能够简单分析水等自然地理要素中多个要素

之间的关系，辨识某些自然地理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和结果。”[7]

此过程训练学生对区域要素的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地理要素时空分布观：同一季节，不同海域水温差异（地

理要素空间差异）；同一海域，不同季节水温差异（地理要素时间差异）。

6. 结合材料，说明海冰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设计意图：学生能够理解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并能辩证看待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从

渤海湾海冰景观图中，能获取海冰封冻船只、堵塞航运的信息，分析海冰对人类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材料1的文

字信息中，能读取我国利用海冰制淡水，说明海冰对人类活动的有利影响。

材料信息“我国海冰淡化技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生能直观感受祖国的强大，并产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

7.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简析海水盐度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设计意图：学生能阐释海水盐度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的利弊，分析角度可来自材料，也可来自生活常识。

任务3：

海水运动对人

类活动的影响

8. 六人为一个小组，就你熟悉的海区，向小组同学讲述海水运动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9. 根据材料，说明钱塘江大潮对杭州市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

设计意图：学生能辩证看待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方面，著名的钱塘江大潮能吸引游客，发展旅游

业，带动杭州市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大潮→海水倒灌→河流盐度增大（污染水源）→土壤盐碱化→破坏生

态环境等。这些方面都会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大潮引发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符合学业质量水平2中

“能够简单分析自然地理要中多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要求。

10. 结合材料，说明我国目前对海洋能源的利用现状。

设计意图：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能源结构以煤炭等矿石燃料为主，清洁能源开发比重小。通过回答该题，

让学生感知海洋蕴含的巨大能源及我国能源的开发潜力。

内容

归纳

图4   教学内容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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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评价设计

对学习目标达成情况的检测，笔者采用结果性的

评价方式。在评价内容上考虑学生的能力层次、个性

特点及学习兴趣，设计两个开放性的内容，以供学生

选择。

1.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完成相关问题。

材料：钓鱼岛海域由于受暖流影响，具有高水

温、高盐度的特点（见表3）。

表3   钓鱼岛海域水温与盐度

1月均温 7月均温 平均盐度

20°C——22°C 27°C——30°C 约3.6%

结合材料，搜集相关资料，从海水性质等角度为

我国将来开发钓鱼岛提出合理建议。

设计意图：开放式问题的设计，能让学生在回答

问题时实现思维可见，培养关键能力。此外，选取钓鱼

岛海域为学习资料，强化钓鱼岛的中国主权，激发学生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保护我国海域的社会责任感。

2.结合所学知识，搜集资料，小组合作完成一篇洋

流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小论文。

设计意图：洋流是海水运动的重要形式，对人类活

动的影响极大。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方式，学

习洋流的地理规律及地理原理，并探讨沿海地区人类生

产活动和生活习惯与洋流之间的联系，理解和接受不同

的观点，培养合作的意识、求真的态度与应用知识的能

力[8]。

六、结语

结合具体案例探索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学设计的新

样态，以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为着力点，从内容要求

分析为起点，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学业质量要求，设

计以核心素养为功能定位的学习目标，围绕学习目标选

择基于目标达成的教与学的方式，并创设基于目标达成

的教与学的过程，设计基于目标达成的评价，在教与学

过程中始终以地理核心素养培养为红线，整个设计沿着

“五位一体”的流程与范式（见图5），旨在落实学生

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

发展，落实地理课程对“立德树人”应有的贡献。

图5   课例的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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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雾灵山植被垂直分布规律

三、活动意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研学旅

行是培养地理实践力的有效途径，是地理课堂的延伸和

补充[4]。研学旅行给予学生的教育远比地理课堂给予的

更多，在研学过程中学生的合作能力、观察能力和实践

能力等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获取的地理知识

在头脑中的记忆更加深刻和牢固，对知识的迁移应用有

极大的帮助。因此，中学地理教育应当高度重视研学旅

行，鼓励中学教师设计并实施“短而精”的研学旅行。

“短”指耗时短；“精”指设计精彩和效果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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