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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题且具有极强综合性的一门基础学科，在地理学科中实施“双碳”教育

对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梳理新课程标准及地理教材中与“双碳”

教育关联的内容，为地理教师在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提供切入点，依托契合内容，从知识点、教

学方法、实践活动三个维度提出“双碳”教育融入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渗透路径，以期对地理教师的教

学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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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y is a highly comprehensive basic discipline with the research theme of human-land re-
lationship.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al carbon” education in geograph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sorting 
ou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content associated with the “dual carbon” goal in geo-
graphy textbook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tarting point for geography teachers to integrate “dual 
carbon” knowledge into their teaching. Relying on the appropriate cont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nfiltration path of “dual carbon” education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poi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with a view to pro-
viding inspiration for geography teacher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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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习近平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简称“双碳”

目标)的战略决策。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明确要积极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2022 年 4 月及 10 月，教育部先后发布《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及《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在高等教育和国民

教育等体系中系统谋划了“碳达峰”“碳中和”教育(简称“双碳”教育)等相关工作，通过在学科中渗透

“双碳”教育，为未来实现“双碳”目标培养优秀且可靠的人才队伍夯实基础。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实现“双碳”目标，为“双碳”教育的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题且具有极强综合性的一门基础学科，在地理学科中实施气候变化教

育、“双碳”教育等对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中阶段是学生形成优良且正确

价值观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学生认同“双碳”目标，培养低碳意识、养成低碳行为的重要阶段。《普通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及高中地理教材中蕴含丰富的“双碳”教育资源，有助于教师在地理教学中开展“双

碳”教育，发挥地理学的育人价值，易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同时也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贡献一

份力量。本文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梳理新课程标准及地理教材中与“双碳”目标相关联的内容，为地

理教师在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提供切入点，依托契合内容，提出“双碳”教育融入高中地理教学中

的渗透路径，以期对地理教师的教学有所启示。 

2. 高中地理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的意义 

2.1. 深化地理教学的教学目标 

高中地理新课标中提出地理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同时高中地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并形成

学生的核心素养。在已有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在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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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融入“双碳”教育，普及“双碳”目标等相关知识，可以在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形

成绿色发展的思想共识，加强学生的爱国情怀教育，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深化地理教学的教学

目标。 

2.2. 促进“双碳”知识的传播 

高中地理教材中蕴含许多与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双碳”目标、生态文明相关的地理知识。课堂教

学是学生获得外来信息的重要路径，也是传授知识的主阵地。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渗透“双碳”教育，不

仅可以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可以促进“双碳”知识在学生之间的传播，推动学生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培养具有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专业人才。 

3. 高中地理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的理论基础 

3.1. 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了关于“双碳”实践的有益成果，是对其关于“双碳”实践的思想凝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碳达峰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等系列重要论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有关“双碳”的重要理论映射到教育中表现为“双碳”教育。为了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向全面绿色转型，作为未来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份子，我们要强化低碳爱国教育行动，帮助学生形成

低碳出行生活的社会自觉。教育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教

师不仅可以传递给学生国家重要的战略要求，还可以为国家培养专业的“双碳”人才奠定基础。 

3.2.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是从人的整体发展来研究学习活动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人的自我实现，是

一种自发且自主选择的过程。人本主义强调当学生认为学习内容是有价值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提升

至新的高度，学生此时更乐于学习该知识。 
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地理教师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要优选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了解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决策，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从而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4. 新课标及地理教材中体现“双碳”教育的内容整合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1]提出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人地协调观作为

地理学的四大核心素养，指明了地理学的育人价值。地理核心素养与“双碳”目标宗旨相通。从具体区

域出发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不仅要综合分析气候变化的原因、机制等，还要采取区域分析、关联等

方法，提出实现“双碳”目标的措施，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及综合思维素养。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双

碳”相关的实践活动，在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建立节能减排的价值观念，推动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的形成。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融入“双碳”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

经过以上分析发现“双碳”目标与地理课程标准相契合。因此挖掘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及地理教材中所蕴

含的“双碳”目标，能够为教师实施“双碳”教育提供方向性指导(表 1)。 
地理教材是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的反映。研究地理教材，梳理

教材中含有的“双碳”相关知识点，有助于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贴合融入“双碳”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要深度挖掘地理教材中所蕴含的“双碳”教育知识点，以及所要达到的“双碳”

目标(表 1)，为在教学中实施“双碳”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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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ntents of “dual carbon” education embodied in “Geography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表 1.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及地理教材中体现“双碳”教育的内容 

模块 章节 内容 课标内容 “双碳”教育内容 “双碳”目标 核心素养 

必修

地理 
1 

1.4 地球的圈层

结构 
运用示意图，说明地球的圈

层结构 
全球碳循环的概念及

过程 实现路径：减排增汇 人地协调观 

2.1 大气的组成

和垂直分层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大气

的组成和垂直分层及其与

生产生活的联系 

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

措施；CO2 含量与人

类活动关系 

降低 CO2 排放量；减

缓全球气候变暖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2.2 
大气的受热

过程和大气

运动 

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

环流原理，并解释相关现象 

全球气候变暖形成机

制；大气保温作用；

温室效应 

降低 CO2 排放量；减

缓全球气候变暖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3.2 
 海水的性质 运用图表等资料，说明海水

性质和运动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 

利用水能等非碳基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构

建以清洁能源为主的

能源构建系统 

减少碳排放；形成脱

碳，能源清洁化 区域认知 

3.3 海水的运动 

5.1 植物 
通过观察等方式，识别主要

植物，说明其与自然环境的

关系 

森林、草原固碳，提

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增加碳汇；实现碳中

和；提高森林覆盖率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5.2 土壤 
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土壤

标本，说明土壤的主要形成

因素 

土壤固碳，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增量；土壤

有机碳氧同位素分

析，监测气候变化 

增加碳汇；实现碳中

和；提高森林覆盖率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必修

地理 
2 

1.3 人口容量 结合实例，解释环境承载

力、人口合理容量 
人类过度碳排放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 
减少碳排放；推行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人地协调观 

2.1 乡村和城镇

空间结构 

结合实例，解释城镇和乡村

内部空间结构，说明合理利

用空间的意义 
区域协同治理，优化

低碳循环经济布局，

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新模式，推动区域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优化绿色低碳发展

区域布局：城乡建设

绿色发展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 2.3 地域文化与

城乡景观 
说明地域文化在城乡景观

上的体现 

2.2 城镇化 说明不同地区城镇化的过

程特点等 

3.1. 农业区位因

素及其变化 
结合实例说明工业、农业和

服务业的区位因素 

重点发展低碳流程工

业、低碳建筑材料、

绿色交通体系、化石

能源低碳转化，建立

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和

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产业结构绿色低碳

化，发展新一代生态

经济，形成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人地

协调观 

3.2 工业区位因

素及其变化 

3.3 服务业区位

因素及变化 

4.1 
4.2 

交通运输布

局与区域发

展相互影响 

说明运输方式和交通布局

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5.3 中国国家发

展战略举例 
例举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

运用地图，说明其地理背景 

以碳达峰碳中和发展

战略为例，使学生了

解其发展背景 

科普“双碳”目标提

出背景及实施路径 综合思维 

5.1 
人类面临的

主要环境问

题 

归纳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

问题 

例举全球气候变暖的

环境问题，探索其形

成机制及减缓措施，

理解人类过度碳排放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气候变化：减缓全球

气候变暖；降低碳排

放；推行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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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选择

性必

修 1 

2.1 塑造地表形

态的力量 
运用示意图，说明岩石圈的

物质循环 

地球上的碳含量最高

在岩石圈，化石燃料

碳含量高；人类在碳

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采用清洁能

源，形成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3.3 
气压带和风

带对气候的

影响 

说明气候对自然地理景观

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

影响 
“双碳”目标提出的

迫切背景 人地协调观 

4.1 陆地水体及

其相互关系 
解释各类水体之间的相互

关系 

融入节水减排理念，

提高节水优先意识；

水生态的固碳能力 

应遵循水资源“保护

优先，统筹协调”；

提高水态承载力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4.3 海—气相互

作用 

解释拉尼娜现象等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及人类活动的

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向

及形成机制 
降低 CO2 排放量；减

缓全球气候变暖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5.1 自然环境的

整体性 分析自然环境的整体功能 碳循环机制；地球碳

库；人类破坏碳平衡 

减少碳源，增加碳

汇；推行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 

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 

选择

性必

修 2 

1.2 区域整体性

和关联性 

联系地理环境整体性和区

域关联，说明因地制宜对区

域发展的重要性 

以生态文明为引领，

将绿色、环保等观念

作为城市发展的根

基，加快构建现代绿

色产业体系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人地

协调观 

3.2 地区产业结

构变化 
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变化过

程及原因 

以化石能源中的主体

能源煤为例，实现煤

炭绿色开采，加强“提

效降碳”技术攻关 

降低碳排放；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实现增

效降碳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 

2.3 
资源枯竭型

城市的转型

发展 

以资源枯竭型城市为例，分

析城市发展方向 

以某区域以煤炭为基

础的产业兴衰作为案

例，分析其转型之路 
优化能源结构及能

源消费结构，形成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人地

协调观 4.2 资源跨区域

发展 产业转移和资源跨区域调

配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分析西气东输对东西

部地区的影响 
4.3 产业转移 

2.2 生态脆弱区

的综合治理 
说明某生态脆弱区存在的

环境问题及治理措施 

生态脆弱区对于全球

气候变化反应灵敏；

筑牢生态屏障，打造

碳中和线性示范区 

优化产业结构，形成

绿色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减少碳排

放；增加碳汇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人地

协调观 

4.1 流域内协调

发展 
说明流域内部协作开发水

资源，保护环境的意义 

利用水能等非碳基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构

建以清洁能源为主的

能源构建系统；水体

固碳能力 

绿色能源的应用：减

少碳排放；形成脱

碳，能源清洁化；增

加碳汇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人地

协调观 

4.4 国际合作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说明国

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沿线国家绿色低碳转

型，加强绿色丝绸之

路创新合作 

推动“双碳”技术走

向“一带一路，”构

建绿色开放平台 

综合思维、区

域认知、人地

协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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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选择

性必

修 3 

1.2 自然资源及

其利用 
结合实例，说明自然资源的

数量等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利用水资源等非碳基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

的能源构建系统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发展新一代生态经

济，形成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区域认知、综

合思维、人地

协调观 2.2 中国的能源

安全 

以战略性矿产资源为例，分

析其分布特点及开发利用

现状 

2.3 
中国的耕地

资源与粮食

安全 
解释中国耕地资源的分布 土壤固碳，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增量 
增加碳汇；实现碳中

和； 
区域认知、人

地协调观 

3.4 
全球气候变

化与国家安

全 

运用碳循环和温室效应原

理，分析碳排放对环境的影

响，说明碳减排国际合作的

重要性 

全球气候变化的成

因；交通方式、化石

能源等形成的碳排放

对环境的影响；增强

国际合作等；举办以

“绿色发展，碳寻未

来”为主题的实践活

动 

减缓气候变化；绿色

交通运输方式；构建

绿色能源发展经济

体系；有关的政策及

法律法规；绿色对外

开放 

综合思维、区

域认知、地理

实践力、人地

协调观 
3.3 生态保护与

国家安全 
设立自然保护区对生态安

全的意义 

4.2 国家战略与

政策 举例说明环境保护政策、措

施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4.3 国际合作 

 
通过模块、地理教材章节内容、课标内容、“双碳”教育内容、“双碳”目标以及地理核心素养等

6 个维度对必修及选择性必修课程地理课标及教材中体现“双碳”教育的内容进行梳理，发现“双碳”

教育与地理核心素养的育人价值一脉相承，并且 5 本教材的课标及教材内容与“双碳”教育内容紧密联

系，具有极强的结合性，其融入内容重点落在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碳源，增加碳汇、推行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国际合作等“双碳”目标的领域，为在高中地理教学

中融入“双碳”教育的渗透路径提供参考。 

5. “双碳”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5.1. 深度挖掘知识点，浅析“双碳”教育 

高中地理教材中蕴含许多与“碳”有关的内容，教师要善于寻找契合点，深度挖掘教材中蕴含“双

碳”教育的教学资源(表 1)，并依托共同点，适当进行延伸，以达到育德于教的效果[2]。 
例如，在为学生讲解必修 1 第二章第一节大气的组成与垂直分层中的案例——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

的变化与人类活动时，教师先从地理教材入手，通过图表为学生讲解二氧化碳含量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

的关系，而后结合生活经历，譬如 7∙20 郑州大暴雨事件，引导学生思考极端天气事件背后的成因——人

类过度排放二氧化碳，碳排放量过高，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这时教师融入课程思政，中国作为人口第一

大国，主动展现大国风范及大国担当，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播放相关小视频，教师引导

学生结合生活实际，为实现“双碳”建言献策，有助于学生树立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推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念。 

5.2. 优化教学方法，深入“双碳”教育 

教师在依托地理教材内容，挖掘并整合“双碳”教育的共同点及收集相关资料外，合理、创新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此做法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打造“双碳”教育融于地理教学的高效

课堂。不同的教学方法具有不同的教学特点，例如采用讲授法有利于高效地将“双碳”知识传授给学生，

适应性较强；情境教学法及问题探究教学法等有利于创设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且充实的课堂，培养学生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通过小组讨论合作等方式，培养学生的交流及团结协作能力，有助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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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理 + 双碳”模式的和谐课堂氛围。 
例如在讲授选择性必修 3 第三章第四节的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时，采用情境及问题式教学方法，

依托“双碳”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国家战略，以教材中的案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国际合作创设情境。将学生分为发达、基础、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国联盟四个小组，围绕主题设计相应

问题链[4]，例如① 碳循环的概念及机制是什么？② 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国际合作应对

气候变化的原因？③ 各个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国际合作过程中如何避免利益冲突？④ 中国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并避免利益冲突？⑤ 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应如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通过优化教学方式，使“双碳”教育深入课堂，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教学效果。 

5.3. 开展课外活动，巩固“双碳”教育 

“双碳”教育不仅只是让学生学习“双碳”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绿色低碳意识，推行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真正做到在实际行动中落实低碳意识。开展关于“双碳”主题的课外实践活动，不仅能

够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而且学生能在实际行动中领悟低碳理念的真谛。 
例如，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学校积极开展“碳”寻未来的主题活动日，在教师的积极组织下，

学生走上街头，宣传节能降碳、垃圾分类、节约水资源等知识，以带动更多人成为“双碳”理念的践行

者，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6. 结语 

综上所述，地理学科教学是落实“双碳”教育的重要途径，其课程标准和地理教材中蕴含丰富的“双

碳”教育资源，因此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渗透“双碳”教育具有可行性[5]。本文依托所构建的知识体系，

提出深度挖掘知识点，浅析“双碳”教育、优化教学方法，深入“双碳”教育、开展课外活动，巩固“双

碳”教育的渗透途径，以期对地理教师的教学有所启示。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完善地理教学中渗透“双碳”

教育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美丽中国的促进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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