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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地理教学相结合，能够帮助学生从地理角

度深入了解和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理解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培养学

生人地协调观来提高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思维和能力。教师采用多种教学策略，包括课前知识预热、情境

教学设计和实践活动等，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从实践的效果可以看出，将地理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

育相结合需要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才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并通过实践不断提升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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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ly sever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tegrating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with geography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and trend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t also helps 
them understan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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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students’ human-land coordination perspectiv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nk-
ing and abilities can be enhanced. In this study, the teacher employed various teach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pre-class knowledge warm-up, scenario-based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practi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
tegration of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requires the use of mul-
tiple teaching methods, enabling students to gain in-depth knowled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rough prac-
tic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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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不断增加，持续发展教育在地理教学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对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此外，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和浪费导致各种资源日益匮乏，需要我们采取可

持续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对社会和环境带来了负

面影响。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采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了应

对这些全球性挑战，联合国于 2015 年提出了 17 个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被视为全球发展的

组织原则，旨在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发展问题，并为 2030 年我们期望的世界制定了蓝图。为了确

保人人都有机会了解和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们的责任是提供具有科学数据支

撑的衡量标准。为了落实这一议程，我国于 2016 年颁布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旨在通过立法、教育、改革运动等途径，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切实进展。 
地理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对于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地理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地球及其自然资源。他们可以深入了解不同生态系统和

地球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和环境问题的根源[1]。此外，地

理课程还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区面临的环境和社

会问题。地理课程还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思维和地理信息技术能力，使他们能够使用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

等工具进行地理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2]。 
因此，在地理教学中引入可持续发展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提高他们

的全球视野和环保素养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在地理教学中有效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培养

学生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2.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存在的困境 

2.1. 知识单一化 

在传统高中地理教学中，可持续发展教育往往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进行教学，往往只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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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介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而忽略了将可持续发展概念与其他的地理知识结合。然而，事实上可

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概念，涉及到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地

理教育中，应该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并且与其他领域的知识进行融合和整合，以

便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 

2.2. 理论脱离实践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仅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许多高中地理教师将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注重理论知识

的传授，而学生的环保意识较好，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较少付诸实践[3]。在地理教学中，如是简单地传授

理论知识缺少实际案例的引导，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实践，从而不能树立环保意识[4]。 

2.3. 缺乏地域性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从全球层面出发，缺少地域性的特点。在地理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

学生对不同地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敏感度和思考能力，以及针对不同地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2.4. 培养形式与评价方式单一化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培育学生人地协调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地理课程只注重对学生进行

知识层面的教学，过于注重单一知识点的传授而忽视宏观层面的把握。中学地理教育对学生知识点的把

握往往采取应试教育测试的方式评价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而忽视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5]。 

2.5. 缺乏系统性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平衡，教师在特定的情境下仅仅对单一的

知识点进行阐述缺少系统性的考虑，导致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地协调观这一概念窄化[6]。在地理教学中，

应该让学生从系统性的角度去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将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3. 可持续发展观与高中地理教学的理论关系 

可持续发展观是指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前提下，不破坏自然环境和资源，保障未来世代的需求，实现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高中地理教学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其中可

持续发展理念是地理学科中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可持续发展观是高中地理教学

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整个地理教学中都要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观，通过教授相关知识学生能够了解到地

球上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脆弱性，引导学生形成环境保护的意识，从而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其次，

可持续发展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可持续发展观是人地协调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理学科的重

要内容之一，可持续发展观的引入可以促使学生思考和探索如何在人类活动中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关系，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从而促进学生树立全球意识。最后，可持续发展观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地理教学中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引导，学生可以认识到自身行为对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培养出关爱环境、尊重他人的价值观，进而形成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意识。 

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地理课堂教学设计 

4.1. 基于教材分析结合，设计教学目标 

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教师需要对不同版本的中学地理教材，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为了更好的构建教学内容，本研究对不同的教材版本进行了简略的分析，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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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nsl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ou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s 
图 1. 四个高中地理版本教材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点 

 
通过对比分析上图可以发现，人教版地理教材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强调了概念和原则，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经验。该教材通过丰富的案例和实际应用，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湘教版地理教材则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

用。该教材提供了更多的生态环境案例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实际操作，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并培养学生在实际问题中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自己所使用的教材版

本，结合国家中学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可以借鉴人教版地理教材的概念和

原则，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经验的讲解；同时，结合湘教版地理教材的案例和实践操作，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培养。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帮助

他们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本节内容为湘教版必修二第五章“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第二节“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

展”。新课程标准对本节课的要求是“运用资料，归纳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说明协调人地关系和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及缘由”，学生需要认识到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意义并且理解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意义，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学生在学习本章知识之前已经对必修一的内容进行了学习，能够

明白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对本节课的内容了解较少。 
基于此，通过不同版本教材分析结合课程标准以及学情分析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下：① 结合具

体的案例，了解人地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背景知识(区域认知能力)。 ② 结合相关的情境与资料，掌握

人类面临的主要的环境问题，认识到协调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综合思维)。③ 通过实践考察，

了解学生身边的事例，对可持续发展道路途径深入了解(地理实践力)。④ 通过分析总结调查结果，树立

正确的人地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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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设问题情境——强化可持续发展的情感体验 

教师需要坚持着“让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变得生气勃勃”的教育理念。在教

学情境创设上，应以真实案例和社会热点为切入点，结合地理知识和原理，设计探究活动，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促进他们积极参与、体验感悟并展开交流合作，以达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目标。同

时，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素养整合的教学理念，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业表现为指南，不断调整和优

化课程内容。在本节课的教学中，以学生作为城市的规划师为情境导入学生模拟规划一座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考虑到环境保护、交通规划、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合作讨论，结

合所学知识和实际情况，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规划方案。通过这种活动，学生们不仅能够理解可持续发展

的策略和原则，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 课前准备 
让学生在家观看《模拟城市：我是市长》游戏视频介绍，将学生分为小组，每个小组扮演一个城市

规划师团队，他们的任务是规划一座新兴城市的发展方案。这座城市面临着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挑

战，需要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制定城市规划方案以及要考虑的因素。 
【设计意图】通过情境创设，学生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学生需要综合考虑不同

因素，如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的情境创设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思

考能力和系统思维能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对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培养他们对城

市环境的关注和责任感。 
2) 新课导入 
【教师提问】请同学们每组派一个代表将组内讨论的方案进行阐述，请同学们思考每一组进行城市

规划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说出原因。 
【学生活动】每组学生代表将组内制定的方案进行阐述，其他学生针对同学给出的方案进行分析讨

论说出影响城市布局的主要因素：经济、风向、环境、社会、政策等因素。 
【设计意图】借助问题导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育学生解决问题以及独

立思考的能力。 

4.3. 实践考察——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意识 

地理实践在地理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理实践教学将更加贴近实际、富有挑战性，为学生

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实践机会[7]。这样的教学方式将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地理知识，培养他们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激发他们对地理学习的热情，提高综合素质。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下几个方面引领

学生进行实践考察： 

4.3.1. 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是地理实践的核心环节之一。除了走访和数据搜集，可以引入更多的实地观察和实验活动，

例如通过野外地貌观测、水文调查、土壤采样等方式加深学生对地理现象的认识，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

地理信息系技术应用，使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4.3.2. 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 
在资源利用方面，可以引入案例研究，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的资源开发模式和经验，并分析其优缺

点。同时，加强对环境问题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并探讨可持续利用资

源的方法和技术。此外，通过讨论气候变化、生态系统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

环保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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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可持续发展项目策划 
除了提出具体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还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项目策划和设计，并模拟实施过程，加强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思维。鼓励学生从经济、环境、社会等角度综合考虑，制定可行性较高的方

案，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 

4.3.4. 宣传和教育 
在宣传和教育方面，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主题展览、社区宣传活动等，向更多人传递环保意识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同时，引入跨学科的教学内容，例如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的交叉探讨，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地理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 

4.4. 开展项目式学习——检验可持续发展观的培育效果 

具体检验学生关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培育效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行检验： 

4.4.1. 知识掌握程度 
教师可以设计相关的测试题，以考查和评估学生对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掌握程度。考试内容可以包括

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环境污染与治理、气候变化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同时，还可以涵盖人地协调

的概念和原则，考察学生对于人地关系和可持续性的理解。 

4.4.2. 全班共同参与项目 
通过整合班级资源，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到可持续发展项目中。例如，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社区或学

校内部环境问题，让学生们共同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在项目中，学生们可以分工合作，

发挥各自的特长。这样可以促使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方法，并增强团队协作意识。 

4.4.3. 项目成果展示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展示他们所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成果，同时要求他们对项目过程和结果进行

解释和说明。学生可以通过制作海报、PPT、视频等形式，将自己的观点和成果展示给全班和其他相关

人员，并就其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4.4.4. 反思性讨论 
在项目完成后，组织学生进行反思性讨论，引导他们回顾整个项目的过程与结果，并对他们在人地

协调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分享。教师可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项目中遇到的困难、解决方案的

选择及其原因，以及项目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培养有何影响。 

4.4.5. 课后作业 
布置适当的课后作业以加深学生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掌握。作业可以包括观察记录、文献阅读分

析、写作练习等形式。通过作业的完成，学生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可持续发展及人地协调的理解，并将其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通过以上方式，可以全面检验项目式学习对学生可持续发展观的培育效果。同时，通过与人地协调

观的培养相结合，学生将更深入地理解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的重要性，培养具有可持续意识和责任感

的公民素养。 

5. 结语 

本论文中，我们探讨了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培养的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的实践方法，旨在提高学生的可

持续发展思维和能力，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通过实践和案例分析，我们发现情境教学、教育实践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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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意识培养等多种教学策略在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地理教

学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结合需要注重教学手段的多样性，以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教育目标的要求。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思维和能

力，是无比重要的。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寻找适合学生认知特点和教学目标的方法，引导学生

理解和认识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培养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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