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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式教学”作为一种极富教育引导意义的教学模式，能够带给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以丰富的现实意义。

笔者在切实把握问题式教学的内涵以及高中人文地理特点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式教学在高中人文地理课

堂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情境案例，设计“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

的问题式教学设计，培养学生思维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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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based teaching”, as a teaching mode with great educational guidance significanc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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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 ri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of problem-based teach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hool hu-
manities geograph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rea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ob-
lem-based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humanities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Taking “Honghe Ha-
ni Terrace i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situational case, the author designs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to cultivate the 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 of student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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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式教学概述 

1.1. 问题式教学内涵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将问题式教学解析为：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要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需要为学生运用地理的思维方式，建立起与问题相关的图式做出引导，并且使学生能够由外到内，

逻辑清晰地分析问题，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1]傅朝红、戴文远、张亚琳在《基于问题式教学的高中地

理综合思维能力培养》一文中指出：全面性、整体性、联系性是综合思维素养所强调的要点，问题式教

学是围绕“问题”展开教学，在整个课堂教学中以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为线索进行课堂教学，通过一个

又一个相互关联又层层递进的问题把整个教学知识点按照逻辑顺序串联起来，不仅可以达到知识的全面

覆盖，还可以体现知识的逻辑性，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1.2. 问题式教学意义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明确强调问题式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在课堂中运用问题式教学的教学模式落

实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问题式教学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应用。[1]高中人文地理教学的内容

主要涉及工业、农业、交通等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密切的知识，与自然地理的知识相比，人文地理的知

识内容比较简单且易理解，例子也比比皆是，在教学中运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进行教学容易陷入“粗暴

决定”的局面，也会割裂学生对于自然环境整体性的认识，把复杂的地理问题简单化，忽视区域间的差

异性，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区域认知、人地协调等学科育人价值。 
运用问题式教学的教学模式设计高中人文地理教学，教师在备课时根据教材内容需求设置情境，在

真实的情境中，教师运用具有探索性的问题、问题链，提供相应的文字、视频等教学资源供学生深入探

索，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2]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层层递进的问题、问题链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求知的欲望和学习的积极性，以达到沉浸式深度学习

的目的，培养学生思维的连贯性，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综上所述，在人文地理课堂教学中多运用问题式教学的教学模式，选用适当的情景案例，将问题、

问题链层层深化，给予学生沉浸式深度学习的体验，将问题依托的情境案例使用的既深入又全面是极其

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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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分析 

2.1. 课程标准解读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对本节内容的要求为“结合实例，说明地域文化

在城乡景观上的体现”，[1]其中“地域文化”和“城乡景观”是本条要求的核心概念，是在教学中首先

要让学生明白的；“结合实例”是本条要求的行为条件，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情境案例进行设计，

既满足课标要求，又能让学生进行沉浸式深入学习；“说明”是本条要求的行为动词，是属于结果性目

标中的理解学习水平，是对学生的要求，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后能够明白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之间的

内在联系；“地域文化在城乡景观上的体现”是本条要求的表现程度，是学生学习后产生行为变化的最

低准则。 

2.2. 教材分析 

“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选自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第二册、第二章“城镇和乡村”的第二节内容，

本节课既是对“城乡空间结构”继续和延伸学习，也是“城镇化进程及其影响”的基础，在中间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3. 学情分析 

深刻了解学生是上好课的前提，高一的学生经过初中地理以及高一上学期地理知识的学习，初步发

展了地理思维能力、理解能力以及读图析图能力；并且经过了本章第一节内容《城乡空间结构》的学习，

拥有了城乡发展的理论依据。 
生活中处处有地理，学生生活的地区也有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所以学生具有一定的生

活经验与探索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内在联系的兴趣。 

2.4. 教学目标 

(1) 通过“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实例，阐述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景观的主要特点以及所反映地域文化

的特点。理解合理开发、保护、传承、创新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人地协调观) 
(2) 结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实例，理解地域文化和城乡景观的内涵，并分析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

的作用。(综合思维) 
(3) 对当地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展开社会实践调查，说明地域文化对城乡景观的影响，评价其开发利

用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培养地理实践力。(地理实践力) 

2.5. 教学重难点 

依据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要求、教材内容与学生情况，本文将“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的教学重

点设计为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的内涵；地域文化在城乡景观上的体现。教学难点设计为地域文化在城乡

景观上的体现；地域文化传统的保护以及人地协调观的树立。 

3. 教学过程设计 

3.1. 新课导入，激发探究兴趣 

教师在 PPT 上展示三幅“云南哈尼梯田”景观图。承转道：上课之前观看几幅图片，非常的美丽，

给人宁静、淳朴的感觉，猜一猜这里是我国的那个地区？学生回答：西南地区。这里实际是我国云南红

河的哈尼梯田，这里在 2013 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图片也以看到，这里的村寨建在山腰上，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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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是水田，村寨之上是森林，是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形成了如此壮美的景观呢？ 

3.2. 情境深入，引发深度思考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景观之所以如此的独特和壮美，离不开云南哈尼族近千年来孕育的地域文化。

教师布置活动：自学教材第一段内容，找出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的概念。学生自主学习并回答后，想要

搞清楚什么是地域文化，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化，我们时时刻刻都置身于文化之中，[3]地域文化在文化

前面加了“地域”的限定词，说明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用一句俗语表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用什么方法能够更直接的感受一个地区文化的特征，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从景观入手，所以地域文化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地区城乡建设，而城乡建设反过来又会体现并提升地域文化。 
设计意图：采用自学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明晰基本概念，以便更好的认知云南红河

哈尼梯田的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cation 
of the Red River in Yunnan 
图 1. 云南红河位置示意 

 

 
Figure 2. Map of major climate types in China 
图 2. 中国主要气候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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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布置活动：初步探索云南红河哈尼族的自然地理环境，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观看 PPT 上展

示的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置示意图(见图 1)、中国主要气候类型图(见图 2)、中国地形图(见图 3)
并结合地图册，找出云南的绝对位置、相对位置、地形特征以及气候特点。 

 

 
Figure 3. Topographic map of China 
图 3. 中国地势图 
 

教师总结：云南的绝对位置东经 97˚31'至 106˚11'；北纬 21˚8'至 29˚15'之间。相对位置：处于中国西

南地区。气候特征：云南位于季风气候区，位于季风气候区，这里的年降水量不稳定，季节分配也不均

匀。为了缓解这种用水矛盾，当地的居民修筑沟渠，降水引入各家的梯田；地形地势特征：处于一二级

阶梯的过渡阶段，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势起伏大，海拔落差大。从滇西北到

滇南，海拔是逐渐降低的，随着海拔的降低，立体气候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使得红河地区具有“一山分

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点。 
设计意图：学生自行阅读地图册，培养学生读图、析图能力；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培养学

生的合作交流能力；学生分析云南的地形气候特点，使学生明白自然地理环境对城乡景观的影响，培养

理性思维能力。 
教师继续深化问题：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上探究云南红河哈尼族的地域文化：这样的地形和气候

特点，造就了云南哈尼族怎样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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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布置活动(见图 4)：阅读材料现红河哈尼梯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地域文化。 
学生小组合作并完成上表后，教师补充分水制度：分水木刻是云南哈尼族分水制度的度量工具，由

坚硬的木料制作而成，木料底部较为平整，木料上部雕刻出宽窄不同的凹槽，目的是合理的分配水资源。

分水木刻放置于每个水沟的分叉处，水分几条沟，就刻几个凹槽，凹槽的宽窄程度由相对应的下方的水

田面积决定，水田面积越大，凹槽越宽。云南哈尼族的分水制度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Figure 4. Materials on “regional culture reflected by Hani terraces” 
图 4.“哈尼梯田体现的地域文化”材料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能力，通过探究活动掌握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归纳总结云

南红河哈尼梯田的地域文化。教师补充云南红河哈尼族分水制度的内容，是学生认识到人类为适应自然

的智慧，树立人地协调观。[4] 
教师继续深化问题并布置活动：地域文化会影响城乡建设，看视频，认识云南红河的城乡景观以及

“森林、村寨、梯田、河流”这四种要素的完美结合。 
教师总结：水系的四素同构，是云南哈尼族生态农耕文明的完美体现，山顶是森林，能够涵养水源，

在为山胸的村寨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也为村寨下方的水田提供了灌溉用水，水流顺山而下，在低地的

河谷汇聚成河流，河水蒸发成云雾，再将水汽送回森林之中。森林、村寨、梯田和水系这四种要素的完

美结合，体验了哈尼族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智慧，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同学们思考一个

问题：哈尼梯田地域文化是否可以在代际之间传承、不同地方传播？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每一个区

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相应的也就拥有独特的城乡景观。哈尼梯田的文

化景观已经存在了千年，并且一直延续下来，这表明它可以在不同的代际中得到传承。然而，随着社会

经济的进步，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原本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因为自然条件

和人文条件的不同，在其他地区复刻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文化风貌是困难的。但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和谐相处的审美情趣，值得在不同地方传播。 
设计意图：以视频的方式，清晰直观的告知学生云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景观的具体影响，让学生

感受到云南哈尼族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而选择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

人地协调观。 
教师呈现连一连活动题：将各地的环境特征与相应的民居特色进行匹配，完成连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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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连线，使学生认识到地理与我们的

实际生活息息相关。 
教师继续深化问题链，探究云南红河哈尼族的特色民居建筑蘑菇房：看两幅图片(图略)，思考如何描

述图片上的房屋特点。 
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这是云南红河哈尼族的特色民居建筑——蘑菇房。这种房子的整体骨架都是

由木头建构而成的，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有木门，木窗，以及从房子里延伸出来的木头骨架。蘑菇房的建

筑材料为什么主要是木头？而不是其他建筑材料？ 
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因为村寨之上就是森林，木材资源比较丰富，由于建筑所需的原材料众多且规

模宏大，搬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挑战，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原材料，以充分利用本土建

筑材料的力学与美学特点。所以建筑材料的选用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设计意图：通过案例，遵循从特殊到普遍的探索路径，使学生认识到建筑材料的选用具有明显的地

域性，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3.3. 课堂巩固，深化所学知识 

下图为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示意图(图略)，这一结构被文化生态学家赞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

素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读图(图略)，完成下题。 
(1) 该生态系统维持人与自然高度协调、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是(  ) 
A. 江河    B. 森林    C. 村寨    D. 梯田 
(2) 哈尼族人把村寨建在半山腰的梯田上方，目的是(  ) 
A. 可以减轻劳动强度   B. 为了避免洪涝灾害   C. 可以获得清洁的水源   D. 为了观赏梯田美景 
设计意图：利用本节课所学知识进行解题，以达到巩固所学的目的。 

3.4. 布置作业，延伸课堂教学 

教师布置作业：任选地区，分析其地域文化在城乡景观上的体现。 
设计意图：提高学生分析某地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的能力，理解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的关系，掌握

分析方法。 

4. 总结反思 

基于以上的教学过程设计可以发现，人文地理的内容具有浓郁的区域差异性，因为区际之间存在差

异，这种差异可以是自然环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更可以是经济因素、风俗习惯等，这种差异使得每

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问题式教学”作为一种极富教育引导意义的教学手段，能够

带给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以丰富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在一贯而至的情境中思考、分析问题，对

培育学生的区域的联系性、差异性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教师应该去思考如何高效的利用学生身边的

乡土地理教学资源去设计人文地理的问题式教学课堂，培育学生的综合思维、区域认知等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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