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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地协调观的培养是当代地理学和高中地理教育的核心主题。文章以2023年高考全国文综甲卷第44题
为例，剖析高考地理试题中人地协调观的考察特点，从感知人地协调观内涵、注重人地协调观念进阶培

养、促进人地协调观念实践落实三个方面提出备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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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land coordination view is the core theme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y 
and high school geography education. Taking the title 44 of the 2023 National Comprehensive Li-
terature Volume A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
vesti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land coordination view in the geography test question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perceiv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view of human-land coordination, paying atten-
tion to the advanced cultivation of the view of human-land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lan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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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考试题作为选拔人才的科学媒介资料，承载着考察学生综合知识和价值观的功能。高考评价体系

中也指出，新时代高考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引导教学。可以看出，剖析高考地理试题对高中地理教师进行

科学、有效的教学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以 2023 年高考全国文综甲卷第 44 题为例，从教材分析、课程标

准分析、试题分析三个维度剖析高考地理试题中人地协调观的考察特点，帮助高中地理教师深入了解高

考导向，把握人地协调观的培养策略，全面提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2. 人地协调观 

人地协调观是指人们对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秉持的正确的价值观[1]。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

面对不断出现的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愈发深刻意识

到保护环境刻不容缓。人地协调观念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培养学生

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

作用。观念的培养与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具有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特点，人地协调观的培养也应遵循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培养学生正确认识与协调人地关系的素养和能力，《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从呈现“情境”的复杂性和“深广度”水平的高低两个维度把人地协调观的培养

划分为四个水平认知层次，四个层次逐级上升，层层递进，体现出从低级向高级进阶培养的特点(如表 1) [1]。 
 
Table 1. Horizontal divis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land coordination 
表 1. 人地协调观水平层次划分 

水平等级 情境 划分标准(内容) 认知层次 

水平 1 简单、熟悉的 
地理事象 简单认识人与地的关系，说明人对地的影响及其方式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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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2 给定的简单 
地理事象 

理解人对地影响的方式，阐述影响的积极与消极，认识到人类

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理解人地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理解 

水平 3 给定的复杂 
地理事象 

认识人对地、地对人影响的方式和强度，理解自然资源与环境

对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潜力和有限性 运用 

水平 4 现实中人地 
关系视域 理解人地关系对立统一，能评析人地关系问题，解决人地矛盾 实践 

3. 试题再现与剖析 

本文以 2023 年全国高考文综甲卷第 44 题为例，分析高考试题中关于人地协调观素养的考察。 
44. [地理·选修 6：环境保护] (10 分)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说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蕴含的自然环境整体性原理。 
(要求：材料与原理结合，逻辑清晰，表达准确。) 

3.1. 教材分析 

该部分内容作为自然地理的经典内容，是学生学习的重点，也是高考考察的重点。对比不同版本的

教材有利于教师梳理知识框架，更好地完成知识建构。通过比较分析人教版、湘教版、鲁教版和中图版

四个版本的教材发现(如表 2)，各版本教材虽然从不同的视角和逻辑结构进行本模块知识的讲解，但基本

均涵盖自然环境整体的组成要素、地理要素的循环过程、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表现、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功

能等内容。此外，四个版本教材中均提供了大量详实、有价值的地理案例和地理探究活动，根本目的是

让学生从环境整体性的综合视角上分析、探究和把握地理过程及地理现象产生的机理，帮助学生深刻理

解自然环境整体性的内涵及作用，而非简单的知识识记。如人教版教材设置了探究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

数量与环境的关系的活动；湘教版教材通过介绍世界濒危美洲鹤的案例，引导学生从整体性角度探究人

类与动物的协调关系；鲁教版教材设置“青藏高原隆升对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知识窗，让学生真正体

会到自然环境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涵；中图版教材通过呈现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高原和黄河

中下游地区的黄河大坝分析图，培养学生分析自然地理环境相互联系的能力。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four versions of the textbook “Integr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表 2. 四个版本教材《自然环境整体性》内容对比分析 

教材版本 一级维度内容 二级维度内容 

人教版[2] 

1) 自然环境要素间的物

质迁移和能量交换 

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大气、水、土壤、生物、岩石、地貌等 
自然环境要素通过水循环、生物循环、岩石圈循环等进行物质迁移和

能量交换 

自然环境要素间的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构成了自然环境整体性的基础 

2) 自然环境的整体功能 
依靠光合作用，自然环境具有合成有机物的生产功能 

自然要素相互作用和制约使得自然环境系统具有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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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2] 

3) 自然环境的统一演化

和要素组合 

自然环境要素个体处于不断演化中 
单个自然环境要素演化引起其他自然要素的演化 
各自然要素演化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自然环境的统一演化 

4) 自然环境对干扰的整

体响应 

单个自然环境要素受外界干扰时会影响各要素间的物质、能量交换，

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得自然环境整体发生改变 
当受到外界干扰时，各要素作出的反应速度和反应变化不同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不断增强，自然环境系统变化不断加快 

湘教版[3] 

1) 自然环境的组成 
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构成了自然环境整体 
各圈层在地球内能和太阳能的能量作用下形成了地形、气候、水文、

生物和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 

2) 自然环境整体性的表

现 

内在联系的整体性：各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组成自然环

境整体，单个自然要素变化会引起其他要素或整体环境的变化，即“牵

一发而动全身”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自然系统整体具备单个自然地理要素不具

备的整体系统功能优势，整体系统功能的强弱又受各自然地理要素功

能水平及要素间功能协调性的影响 
系统整体性的演替：自然地理系统内部结构并不是稳定的存在，当系

统演化发展的方向、强度和形式超过系统的承受阈限时，系统会打乱

原来的结构，形成新的运行机制，以此实现自然环境整体的不断演替、

进化 
3) 自然环境整体性与人

类活动 
秉承自然环境整体性理念对于人类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修

复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鲁教版[4] 

1) 要素的内在关联性 

自然环境由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等要素组成，各要素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自然环境有机体 
单个自然环境要素变化可能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进而引起自然环境

整体的变化，即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环境特征的一致性 
从全球角度看，地球表面自然环境具有一致性 
从区域尺度来看，不同区域内自然环境具有相对一致性特征 

3) 发生发展的统一性 

从全球角度看，地球表面自然环境具有自身统一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过

程 
从区域尺度来看，每个区域内部整体性特征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也

是统一的。 

中图版[5] 

1) 自然地理要素及其相

互关系 

自然环境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要素组成，每种要素有

自身的功能和结构，在环境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地理环境要素通过岩石圈物质循环、水循环等地理过程，实现要素间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 
各要素间通过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实现相互联系 

2) 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

的表现 

整体性的概念：自然地理要素相互牵制、相互作用构成自然环境系统

整体，系统内任一要素发生变化，都可能会对整体产生影响 
单个自然地理要素不具备自然环境整体所具有的功能，如生产功能和

平衡功能。生产功能是自然环境合成有机物的能力，平衡功能是自然

环境各要素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使自然环境运行机制保持相对

稳定的能力 

3.2. 课程标准解读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对本节课的要求是“运用图表并结合实例，分

析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规律”，提倡设计特定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关注自然环境各要素的特征

及演变过程，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1]。“运用图表”体现了对学生看图、析图、

用图能力的培养要求，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图表解释各环境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原理，判断各个地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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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逻辑关系，达到运用地理思维和地理方法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要求。“结合实例”旨在从“身边的

地理”出发，关注生活中的地理案例，分析“地理对人”“人对地”及“人地相互作用”的关系，引导

学生切身体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影响，思考地理学在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分析”则是对

学生分析问题综合能力的考察，要求学生能够提取、运用各种信息，从多维度对问题进行全方位综合分

析，本节要求学生能够从自然环境各要素角度和整体性角度两个维度分析问题。 

3.3. 试题解析 

该考题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为载体，以自然环境整体性原理知识为切入点，考察学生分析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内在机制的能力。材料充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贴切实际，紧随时政，立意深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试题在于通过高考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从地理学原理视角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此外，在考察学生专业地理知识和地理思维逻辑能力的同时，地理

高考试题注重引导学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将生态文明观念厚植学生心中，培养具有人地

和谐理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落实地理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态治理方式是遵循自然原理，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实现人

地协调发展的有效科学方式。自然环境整体性原理要求把自然环境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机体，系

统内各自然环境要素(大气、水、土壤、生物、岩石、地貌)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遵循生态原理有效耦

合连通。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通过水循环、大气循环、生物循环、岩石圈循环等

地理过程，山体、河流、森林、农田、湖泊、草地、沙漠等生态环境要素间实现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

发挥着单独要素所不具备的如生产功能、稳定功能和协调功能等的整体性功能。此外，了解“山水林田

湖草沙”的整体性表现有助于考生更好地理解整体性功能的含义，“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 联系的整体性：即单个自然要素的变化引起系统内其他要素产生连锁反应变

化；2) 功能的整体性：自然环境系统整体具备单个自然要素不具备的系统整体协调、生产的优势功能；

3) 演化的整体性：自然环境整体系统并非永久不变，当单个自然要素内部演化机制发生时会引起其他要

素的机制演化，从而各要素间产生连锁效应，实现自然环境整体性的演替；4) 区域内部结构的整体性:
从划分的地理区域来看，如干旱区、湿润区等，单个区域内部的环境具有整体相似性特征；从全球尺度

来看，各自然地理区域都有自身的内部一致性结构；5) 各自然要素构成一个整体性环境对外界干扰的整

体性响应。 
人类与自然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现实条件，反过来人类活动

又影响着自然环境。材料中提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纵深发展”旨在让学生

深刻感受我国为实现生态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牢固树立人地和谐观念。山水林田湖草沙的

治理是复杂的现实问题情境，属于课标中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阶层次考察，题目要求考生依据地理知识

原理，能够科学合理的分析、评价现实人地关系，并能够感悟、理解人类为协调人地关系所采取的措施，

这体现出高考试题的综合性、深度性的特点，同时也为高中地理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向。 

4. 人地协调观培养备考建议 

4.1. 提供人地共生案例，感知人地协调观念内涵 

人地协调观是一个相对抽象的观念，高中生从现有的认知水平理解有着较大的困难。提供丰富多样

的人地和谐共生的案例，对于帮助学生从真实的情境中感知人地协调观的重要性、明晰“人对地”“地

对人”以及“人地相互作用”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课标要求精选教学案例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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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典型性原则和对比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即从地理学科角度出发，关注具有代表性的人地关系案

例。例如，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列举青藏高原的生态

保护措施，如三江源生态保护与修复、祁连山生态保护和修复等，让学生深刻认识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础这一真理，切身体会我国为实现人地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对比性原则，即通过提供生态治理

前后有显著对比成效的教学案例，在对比分析中感悟人地观念。例如，202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资源部发布了《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通过介绍塞罕坝机械林场治沙止漠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华北河湖生态补水等 18 个生态修复成果明显的案例，向全球推介生态与发展共赢的“中国方案”。因此，

教师可借助我国生态修复案例的成果，通过案例讲解生态修复前后的明显成效，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把人地协调观念深深印刻在学生的观念中。 

4.2. 设计问题链教学，注重人地观念的进阶提升 

人地协调观的培养应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进阶的原则。“问题链”是指为

达成一定教学目标，依托具体教学情境，依据学生认知水平，创设的具有层次关系的任务群[6]。在教学

中，教师应根据人地协调观的四个不同层级的水平设计教学问题，开展问题链教学。例如在讲解人教版

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二第二章第二节“生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时”，可从以下六个问题开展教学：1) 理
解生态脆弱区的概念；2) 阐释生态脆弱区中各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原理；3) 分析导致生态错脆弱区形成

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4) 能够结合生态脆弱区的环境特点提出综合治理的措施；5) 评价分析生态错脆

弱区中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关系，认识人地和谐发展的重要性；6) 逐步形成科学的资源观、环境

观和发展观，并能够指导实践。六个教学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低阶知识的理解到最终高阶科学

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念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得到逐步培养。 

4.3. 开展地理实践活动，落实人地协调观念培养 

课标解读中提到，地理实践活动的目标之一是促使学生切实关注人地关系的和谐[7]。开展地理实践活

动，有助于帮助学生把内在的知识外化于行，在行动中逐步促进人地协调观念的形成。以黄河小浪底水库

为例，开展培养人地协调观主题的地理实践活动，学生通过网络查阅资料、实地考察、阅读指示牌、调查

当地居民等方式，了解黄河中游流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理解小浪底水利工程的清淤、防洪、泄洪和发

电功能的意义。此外，引导学生遵循人地共生、因地制宜的原则，在调查的过程中积极探索，细致观察，

从地理视角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根据实际调查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建言献策。 

5. 结语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材，课程标准和时政材料三个方面，对 2023
年高考全国文综甲卷第 44 题进行全面剖析，发现人地协调观的考察紧贴时政，立足实际，寓意深刻。从

感知人地协调观内涵、注重人地协调观念进阶培养、促进人地协调观念实践落实三个方面提出人地协调

观的培养策略，以期为高中地理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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