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8), 6041-6046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942   

文章引用: 杜静雅, 马莉. STEAM 教育理念下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J]. 教育进展, 2023, 13(8): 6041-6046.  
DOI: 10.12677/ae.2023.138942 

 
 

STEAM教育理念下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 

杜静雅，马  莉* 

宝鸡文理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陕西 宝鸡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4日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培养来说至关重要，需要各学科共同发挥作用，为了更好地从高中地理角度

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本研究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2第五章第一节“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

题”为例，通过具体的教学环节，进行STEAM教育背景下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以期为课程思政

在地理课堂中的实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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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rucial to the training of young people, and all disciplines 
need to play a role together.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in this study, tak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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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human beings”, Chapter 5, Section 1 of Compulsory 2 Geography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an example, through specific teaching links, the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se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EAM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geography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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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这意味着高中地理教学受到的挑战越来越

大，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科知识的教授，更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

了“课程思政”这一概念，主张将思想政治教育渗入至各科教学中，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

道、主阵地地位[2] [3]。课程思政强调“渗透”和“融合”，因此在地理课堂中，应自然、恰当、合理地

将思政元素与地理知识结合，这也是高中地理课程思政的实施难点。 
STEAM 教育理念在美国的教学活动中广泛应用，主要是对其在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STEAM 教

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创设真实情景，鼓励学生利用跨学科知识综合解决实际问题[4]，在这个过程中可

以有效且自然地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严谨的科学精神、高尚的道德品质、正确的价值导向，

与课程思政和高中地理相结合的关键点相契合[5]。因此，基于三者的联系，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

2 第五章第一节“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为例，设计项目“白色垃圾知多少”，将 STEAM 教育理念

应用于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探寻一种能够有效帮助地理教师思政教学的新模式，进而提升学生思想

政治素养水平。 

2. STEAM 教育理念与课程思政 

2.1. STEAM 教育理论 

STEAM 教育最早是由美国政府提出的教育倡议，由 STEM 教育发展而来，既科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后又加入了艺术(Art)，成为 STEAM 教育[6]。STEAM
教育是综合了上述五个学科的全新教育模式，但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贯通学科知识、联系真实

世界、以问题为导向、形成严谨的和系统化学习经验的学习方式，通过训练解决问题所需的技能和素养，

以培养职业兴趣来提升个体竞争力的教育形式[7]。 
STEAM 教育主张学生摆脱碎片化知识和机械性记忆，引导学生联系各个学科之间的知识，不断提升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以及自我实现的激励能力[8] [9]。在中学教育中，

STEAM 教育强调以项目或问题为驱动，为学生创设真实情境，利用身边的工具或资源设计并开展实验，

通过实际参与，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与素养。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丰富的情景教学资源，将 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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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应用于地理教学，可以为学生跨学科解决地理问题提供帮助。 

2.2. STEAM 教育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STEAM 教育理念强调跨学科教育、注重实践，通过创设情景，设计项目，将抽象的地理理论知识转

变为贴近现实学生生活的案例，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转变为教师引导学生探究的主动学习模式，将

地理中的思政元素展现在课堂上，让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发现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并通过亲身参与能

更好地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思想政治素养，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因此，STEAM 教育是实现高中地理

课程思政的有效方式和手段。 
如图 1 所述，通过创设情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拓展延伸过程，使用 STEAM 教育

中的数学知识进行数据的收集、统计与分析；利用技术和工程知识进行设计并完成实验，得出结果；运

用科学知识发散思维、从多角度寻找解决措施；应用艺术知识进行思想情感引导和审美水平培养。通过

以上过程树立学生正确科学态度和生态文明观、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增强家国情怀，最终达到立德树

人的育人目标。 
 

 
Figure 1. STEAM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图 1. STEAM 教育理念与课程思政 

3. 基于 STEAM 教育的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3.1. 教学设计 

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 2 第五章第一节“人类面对的主要环境问题”中的“白色污染知多少”为例，

通过具体的教学环节，来呈现 STEAM 教育理念下高中地理课程思政的开展模式，如表 1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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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white waste” instructional design 
表 1. “白色垃圾知多少”教学设计 

环节 情景材料 学生活动 STEAM 教育 课程思政 

创设情景 导入：我国白色垃

圾污染现象严重，

对环境造成了一定

危害。以学校门口

小吃街为例，常见

的白色垃圾有哪

些？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实

地调研、观看书籍、网上搜

索等多种方式搜集资料并

制作图表，进行思考。 

通过学生熟悉的日常现象创

设情景，激发学生探究问题和

学习的兴趣。 

创设真实情景，引发学生

思考，为课程思政的融入

做铺垫。通过实地探究、

数据收集，培养学生沟通

交流与收集资料的能力。 

发现问题 材料一：常见的白

色垃圾类型图(略) 
材料二：我国白色

垃圾主要来源地

图、白色垃圾产量

与环境污染地统计

图(略) 

对图表进行分析总结，探究

问题：白色污染会带来哪些

危害？ 

数学教育：通过分析我国塑料

产量和消费量数据，培养学生

的发散思维和数据统计与分

析能力，从宏观上了解我国白

色污染严重的原因。 
艺术教育：学生绘制统计图

时，注重一定的美观性和简洁

性，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 

通过对白色垃圾类型和

产量的分析总结，引导学

生了解我国白色污染现

状以及会产生哪些影响，

增强学生环保意识。 

分析问题 材料三：酒精灯、

花盆、酸、碱、有

机溶液等实验材料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 
第一组：将白色垃圾放在酒

精灯上进行燃烧，发出刺鼻

气味，放出污染性气体； 
第二组：将白色垃圾埋在花

盆的土壤中，发现未能降

解，而且影响水体下渗； 
第三组：将粉碎后的白色垃

圾分别放入酸碱、有机溶液

当中，没有变化。 
小组讨论白色垃圾对人类

生活和环境的有害影响都

有哪些？初步判断会对空

气、水体、土壤、生物、人

类身体健康等造成影响。 

工程教育：学生设计实验，对

问题进行再现，观察实验，并

合理分工。 
技术教育：利用酒精灯以及溶

液等分析白色垃圾的特点，在

活动过程中让学生对白色垃

圾产生直观了解，引导学生思

考白色垃圾的危害。 
科学教育：从多方面分析白色

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让学生全

面、动态地认识这一地理现

象。 
数学教育：用实证方法来解决

地理问题。 

教师在指导学生实验时，

重点培养学生认真严谨、

敢于创新和胆大心细做

学问的科学态度。 
引导学生总结白色污染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

害，培养学生珍惜人类家

园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解决问题 材料四：塑料二次

利用的多种方式及

案例 

小组讨论防治白色垃圾污

染的措施，并展示成果。 
国家层面：加强行政管理、

做好回收利用、以纸代塑和

采用可降解塑料。 
个人层面：做好垃圾分类、

提高环保意识、减少塑料的

产生率。 

科学教育：从多角度分析防治

白色污染的防治措施，培养学

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通过搜集防治白色污染

的措施，潜移默化的培养

学生爱护环境的的意识

和对国家战略的认同感。 

拓展延伸 材料四：展示我国

壮丽山河的图片和

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略) 

问题探究： 
结合所学知识，思考我国如

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科学教育：设置开放性题目，

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并

解决问题。 
艺术教育：通过对秀美环境的

欣赏，激发学生对自然环境的

热爱之情，提高对环境美的鉴

赏能力。 

帮助学生认识到人类活

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理

解人地协调的重要意义，

坚定可持续发展理念，提

高学生对保护环境和爱

护自然的认识，塑造学生

高尚的道德品格。 
欣赏我国自然风光，培养

学生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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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实施 

3.2.1. 实施准备 
【实施对象】：陕西省宝鸡市某中学高一 1 班、2 班两个班级进行对照实验。1 班为实验班级，2 班

为对照班级。在实验班级实施 STEAM 理念下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在对照班级进行传统地理课程教

学。 
【准备教学用具】：实践作业表；实验教室。 
【划分小组】：按照学生成绩水平分为 3 个小组。 

3.2.2. 实施过程 
活动一：创设情境，搜集资料 
教师提问学生“以学校门口小吃街为例，常见的白色垃圾有哪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多种

方式搜集资料，并将收集的数据通过 excel 制成图表。 
活动二：发现问题，制定方案 
通过对教师、学生提供的图表资料，提出驱动性问题：“白色污染会带来哪些危害？”在教师的引

导下，学生针对以上问题制定具体的探究方案。 
活动三：分析问题，实验探究 
分组进行实验，探究白色垃圾对空气、土壤、水体等方面的影响。在实验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规范实验流程和操作、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活动四：解决问题，成果展示 
教师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各小组进行讨论总结，展示实验结果并提出防治白色垃圾污

染的措施。 
活动五：拓展延伸，总结反思 
结合本节课所学知识内容，学生课后思考我国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课程结束后，让学生填写

知识测评卡，教师进行回收，以此来测评学生知识的掌握和素养的提升水平。 

4. 教学反思 

4.1. 创设真实情景，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高中地理教学中，教师不能为了“思政任务”而生硬地将思政内容加入课堂，而是要根据地理课程

的特点，寻找地理与思政的契合点，实现两者的融合。地理课程具有情境性强的特点，其自然和人文内

容都适合通过真实情景进行教学，以生活中的地理问题作为启发点，创设生动情景，利用身边的工具和

资源，让学生亲身参与实践探究，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跨学科的知识发现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不

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各方面的核心素养，还可以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为地理专业知识和思政内容的学习做

铺垫。 

4.2. 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学生是学习的主角，是地理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教学方式都要考虑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

在 STEAM 教育的引领下，教师提供资料并创设情景，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成为真正

的课堂参与者和教学主体，提高学习效果。例如，在实地探究和模拟实验中，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选择

需要的工具材料进行调查和试验，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通过独立完成

或者小组合作完成实地走访调查和动手进行实验并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有助于养成学生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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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乐于探究、爱护环境和积极向上的良好道德品质。 

4.3. 基于项目探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高中生求知欲旺盛，但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通过项目的实施，学生参与设计、组织、实践和反思，不断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有利于学生将

课本上的知识迁移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锻炼学生不怕失败、敢于探索的品质，实现从接受知识到运用

知识的转变，让学生在项目探究的过程中获得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

学生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使学生具备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和世界的能力，为国家提供创新性人才。 

4.4. 注重学科融合，实现地理教育立德树人目标 

STEAM 教育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多学科融合，鼓励学生运用多方位综合的眼光看待问题、

采用跨学科的知识解决问题。在真实情景中，将思政元素融入到项目的各个流程，把地理知识与人类生

存、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体验和认识世界，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内容的熏陶，

从而提高青少年思想政治水平，实现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目标。同时也为教师在地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

提供参考和借鉴，并丰富了高中地理课程的教学模式。 

5. 结语 

STEAM 教育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教学模式，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潮流，对地理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

用意义。但目前多停留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初步将 STEAM 教育应用于高中地理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融

合中，通过设计地理教学活动，对 STEAM 教育进行实践研究，以期更新思维，打破单一学科的束缚，

培养学生运用跨学科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专业知识技能、思想道德水平方面得到提升，实现全面

全方位育人，为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创新性人才。但是目前对 STEAM 教育评价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没有

完整、具体的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探索，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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