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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最大的

大豆净出口国，然而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量猛增，国产大豆销路不

畅，豆农苦不堪言，国内大豆产业面临严峻挑战，表一为我国与世界

先进大豆生产国生产技术的对比；

生产技术 世界先进国家 中国

1.品种 多抗、高产、优质、转基因

品种，一般单产 2600公斤/
公顷，最高 6800公斤/公顷

单抗，产量较低，含量低，一般单产 1700公斤/公顷，
最高 3728公斤/公顷

2.生产规模 家庭农场 150公顷以上 主要是以户为单位 0.5-2 公顷。农场 10-100 公顷

3.机械化水平 全程机械化 农户机械化程度 50%左右
农场 90%以上

4.土壤耕作 机械耕作，秸杆还田，标准

化作业

农户机械耕作与人畜耕作相结合，但作业不标准

农场机械化耕作，少部分秸秆还田，标准化作业

5.田间管理 机械化作业，免耕，化学除

草与病虫防治

农户机械与人工相结合，人工除草与化学除草相结合

农场全程机械化，化学除草与病虫防治

6.投入 高 低

思考：1 查阅有关资料说明我国豆农苦不堪言的主要原因？

2 从表 1中得出一些有关中国大豆生产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



【地理教学案例】

美国林业—世界的典范

长久以来，美国采用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森林管理，使其林业得以

不断壮大，乃至成为令世人羡慕的典范。在过去 50年里，美国阔叶

木林地面积增加了 18%，而美国森林总存量增加超过 90%。这些数

字反映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尽管美国阔叶木板材的销量不断上升，

但美国采伐阔叶木的程度一直远低于其生长速度。美国阔叶木林能有

惊人的扩展，在于以下几个因素。

 种植业效率在 20 世纪得到大大提高，减少将林地改作栽种食粮

用途。

 市场对美国阔叶木的需求甚殷，

形成强大经济诱因，驱使美国地

主好好地管理及保育阔叶木林，

以便能持续供应木材。

 木材的效用亦有显著改善。今日

的美国锯木厂已可以做到，每条

原木可以生产比上世纪多一倍的

可用板材及其它产品。美国政府亦

与时并进，发展出一套有效的规管

架构，可全面执行可持续发展的森

林管理模式。

 美国受管理的天然森林拥有高度

精细化锯木厂

先进的设备会提高出



的生物多样性，并且是各种品种的理想生长环境，即使受到火灾

及害虫的破坏，也能很快恢复过来。事实上，美国阔叶木林比其

它温带阔叶木林，提供更多的木材品种。欧洲的森林主要出产山

毛榉木及橡木；而美国阔叶木林则可供应超过 20 个品种的商用

木材。再者，《2000 年可再生资源计划法评估》指出，美国的阔

叶木林正在老化，因而增加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中国的森林资源远没有美国丰富。虽然近年来森林覆盖率有所增

加，但中国人均森林资源占有率低，单位面积蓄积不高，林龄结构不

合理，可采资源继续减少。中国正步入林业发展的新时期，兼顾生态、

社会文化及经济效益的森林可持续利用的模式已经成为林业发展目

标，国家的重点林业工程也在朝此方向发展。

思考：从美国阔叶木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你能概括出哪些成功的

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东北的林业发展有什么借鉴？

【教学建议】

本节课以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的历史进程为例来探讨区域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课前以中国豆农的“烦恼”为课前预习导向，创设情

景，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关注热点。本探索为开放式问题，建议

课前先让学习查阅相关资料，培养学习地理信息的获取能力，然后可



以在课堂上相互交流，培养学习合作与交流能力。教学可以以此为主

线引入东北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性。

课后可选取美国阔叶木林的成为世界林业典范的背景材料，林业作为

大农业的一个分支，以林业为切入点，使学生通过一些先进国家的农

业发展模式，拓宽视野，放眼全球，增强区域之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取长补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