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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aterials are the basis for student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guarantee of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ver-
sions of the compulsory one of Geography textbook for Senior High School, which is based on the 
unit structure, text system, image system, and opera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
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ilation of geography textbook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pro-
viding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s and pro-
moting the reform of geography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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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材是学生学习发展的依据和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保障，本文从单元结构、课文系统、图像系统、作业

系统等方面分析了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教材新旧版本的差异，并对高中地理教材的编写改进提出了建

议，可为完善高中地理教材建设和促进高中地理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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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教育部 2003 年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验稿)》[1]给我国的高中教育指明了方

向，在高中教学和改革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实验稿》与

当今社会和教育实际的不适应之处也逐渐展现出来。教育部 2017 年印发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在

实验稿的基础上一些修正补充，使教材的内容展现更加完善，更符合中学生的发展特点，贴合时代的要

求。本文通过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新旧教材的对比，简要分析两版本的教材结构和内容的差异，为高

中地理教材的完善和高中地理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2]。 

2. 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必修一新旧版本的差异 

2.1. 单元结构的差异 

人教版必修一的编写是以自然地理要素为主线索，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无论是 2003 版还是 2017 版都是采用章节分类的形式编排，一章为一个单元，并划分成相应的小节，在

每一章结尾设有问题探究。人教版必修一(2003 版) (以下简称旧版)整本书划分为 5 章 16 个小节 5 个问题

探究，人教版必修一(2017 版) (以下简称新版)则将整本书划分为 6 章 17 个小节 6 个问题探究。相比旧版

而言，新版的做了以下改动：将第一章第三节“地球的运动”替换成了“地球的历史”；第二章地球上

的大气则是删减了“常见的天气系统”和“全球气候变化”，将这一部分内容并入选择性必修当中；将

第三章第三节“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替换为“海水的性质”；将第四章第一节“营造地表形态的力量”

做了一个删减，取而代之是是“地貌的观察”；删除原有的“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这一整个章

节，增添了以前必修一中未涉及过的“植被和土壤”；新版的最后一章则是增添了原属于选修的自然灾

害。 

2.2. 课文系统的差异分析 

课文系统旨在向学生传递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自然的接受知识，并更加主动的去探索

知识。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中，在章节开始前，都会有一个简短的概括性介绍，让师生对这一章所涉及

的内容有简要的了解，并给予学生重点思考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章节内容。但新版中，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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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末尾增添了“本章重点”的栏目，不再是以问题的形式，而是对本章的重点知识做一个罗列总结，

每个章节的“课前问题”和本章重点首尾呼应，使师生对重点的知识和内容有更清晰的把握，使知识环

环相扣，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如第一章“宇宙中的地球”探讨的重点问题有四个，分别是：“地球处

在什么样的宇宙环境中？”、“太阳对地球有哪些影响？”、“地球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地

球具有怎样的结构？”。在这章节末尾“本章重点”模块对课前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与重点知识的标注，

如“地球所处的天体系统，按照从高到低的级别，依次为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和总星系”就是对于

“宇宙处在什么样的宇宙环境中？”的简要回答。 
相比旧版，新版的最大变化是每一节的课前导入，内容的结合学生的兴趣点、新闻时政和日常生活

中的所见所闻，用导入切入本节课的内容，给予相关的问题探究，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学习，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在授课时，按照导入内容来开展教学，使老师和学生的思路高度切合。例如第二章

第一节“大气的受热过程和大气运动”选取的导入是“清代黄叔璥《台湾使槎录》中，记述了台湾海峡

两岸的风向差异。”用风向的差异引出这节课的两个问题：“风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台湾海峡

两岸风向的日变化相反呢？”。教师按照课前导入思路，从日常生活到知识原理，带领学生步步深入，

探索所涉及的知识原理，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 图像系统的差异分析 

对于地理课堂来说，图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图像又被称为是地理的“第二语言”，有些知识

的阐述仅仅依靠文字和语言讲授并不能给予学生直观的印象和深刻的记忆，地理图像却是对地理事物更

好地诠释。旧版和新版的图片数量以及各章节图片数量的对比如表 1。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两个版本的差异。新版比旧版多了 31 副图像，图片增多与增添自然

灾害这一章节是密不可分的。除了第二章和第四章外，图像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但是增幅较小。但在第

二章里，图像却减少了一半，是由于删减了常见的天气系统和全球气候变化两个小节后的内容减少造成

的。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新版图像是增加的，说明新版偏向于用图像解释现象，图像的直观性使得与

教学实践更为切合。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images in the old and new textbooks 
表 1. 新旧版本教材图像数量的比较 

章 2003 版 2017 版 

第一章 30 36 

第二章 36 18 

第三章 18 28 

第四章 25 24 

第五章 15 24 

第六章 0 25 

全书总数 124 155 

2.4. 作业系统的差异分析 

新旧版本教材的作业系统都包括“活动”、“思考”“案例”“问题探究”等栏目。不同的是新版

将“阅读”栏目改成为“自学窗”。两版本作业系统所包含的内容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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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明，两版本教材作业栏目总数量无较大变化。新版除“活动”栏目数量减少，“思考”栏目

有所增加，其他栏目数量相差无几。新版“自学窗”取代了旧版的“阅读”栏目，但两者的功能相同，

都是扩展与本章相关的课外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量和知识储备，辅助学生理解和拓展本章的内容。 
 

Table 2.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versions of textbook operating systems 
表 2. 新旧版本教材作业系统的比较 

版本 活动 案例 思考 问题探究 阅读 自学窗 总数目 

2003 版 38 11 9 5 5 0 68 

2017 版 23 12 12 6 0 10 63 

 
作业系统所涉及的栏目众多，现以“问题探究”为例，来探讨新旧版的变化。问题探究是在章节末

尾，将本章知识灵活运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两版本教材的“问题探究”都具有显著的探究性，但是其涉

及的内容却有所差异。旧版教材的“问题探究”有五个，分别为：“月球基地应该是什么样子”、“为

什么市区气温比郊区高”、“如何利用南极冰山解决沙特阿拉伯的缺水问题”、“崇明岛的未来是什么

样子”、“如何看待我国西北地区城市引进欧洲冷季型草坪”。新版教材的“问题探究”有六个，分别

为：“火星基地应该是什么样子”、“何时蓝天常在”、“能否淡化海水解决环渤海地区淡水短缺问题”、

“如何提升我国西南喀斯特峰丛山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让城市不再‘看海’”、“救灾物资储

备库应该建在哪里”。通过“问题探究”可看出旧版教材的问题探究侧重于讲解知识、拓展知识，增加

学生的知识储备量，而新版的教材问题探究致力于用我们所学的地理知识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使学生能够辩证看待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各种影响，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强化人类与

环境协调发展的理念。 

3. 对教材编写的改进建议 

基于以上新旧版地理教材的对比分析，笔者提出一些建议，供新教材的修订和老师的课堂教学做参

考。 

3.1. 内容的编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地理教材是面向全体高中学生，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的载体，其编写不仅要依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

也要考虑高一学生的现实情况。对于很多省市来说，由于初中的地理不纳入中考，对其的关注程度不够，

从而导致学生的地理基础知识薄弱，缺乏最基本的地理常识。因此，教材在编写可以增添初高中衔接的

知识内容，在必修一正式讲解之前做知识的回顾和补充，上好初高衔接课，让学生走进地理，了解地理

[3]。 

3.2. 密切联系实际 

地理本身就是一门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学科，旨在培养学生用地理知识去解

决实际问题，因此教材的编写也要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地理知识，并用所掌握的地

理原理来解释日常现象，不仅能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牢固掌握知识，还能增强学生联系

实际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加强地理实验的设计 

实验是地理课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可以让学生更清晰直观的理解原理，纵观整本教材，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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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数目屈指可数。在地理教材的板块设置中，可以适当地增加地理实验的数量和地理实践活动的开

展，在地理实验实践活动开展时，确保学生能够独立或在老师的帮助下可以完成实验。因此，在进行实

验内容的编排和设计时，一般应做到难度适中，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教材编写也要给予适当

地实验参考步骤，给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3.4. 强化可持续发展理念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场所，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当前的

全球环境问题。如果人类再不努力保护和改善自然地理环境，那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可持续发展应

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加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是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4]。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就是

要全国人民重视、珍惜、保护生态环境。新版高中地理教材增加了土壤和植物方面的内容，正是这种思

想的体现，因为土壤是人类生存的三大自然环境之一，是人类物质、能量的来源地，是生态系统物质循

环和能量转换的场所。如果高中生对生养人类的土壤环境一点都不知道，那就是地理教育的失败。 

4. 小结 

总之，新版教材抓住了时代主题和社会热点，紧密联系实际，通过章节内容增减、课前导入增加、

图像系统强化和作业系统改进，能促使学生正确认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在掌握知识

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工具，探索和分析实际问题，提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完善高中地理教

材建设和促进高中地理教学改革，今后的高中地理教材编写中应该注重结合中学生地理认知水平、强化

与实际的联系、完善地理实验的设计和提升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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