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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教育日益显现其塑造人格、树立价值观的作用，对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其地位也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在高中阶段，发掘思政要素，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能够实现学生的知识、

修养多方面培养，从而对促进学生个人以至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新人教版高中地理

必修一，挖掘思政角度及思政案例呈现方式，提出把握地理学科地位，找准思政教育角度；发挥主导性

地位，体现教师引领价值；立足于教材，深挖思政教育资源；密切联系生活，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四点高

中地理教学建议，以期为高中地理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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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increasingly shown its role in shaping personality and es-
tablishing values, and its role in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its status has also been recognized by more people.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politics and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lassroom, which can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now-
ledge and cultivation in many aspec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tudents’ per-
sonal and even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new teacher version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mpulsory volume 1, this paper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presentation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proposes to grasp the status of 
geography disciplines, and find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position and reflect the value of teachers leading; Based on teaching materials, dig 
deep into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ose connection with life, trigger-
ing students’ emotional resonance four-point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suggestions, in or-
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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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教学将表现出日益重要的教学地位，在高

中地理中渗透课程思政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教学理念。高中生具备一定的能力、人生观、价值理念

和思想，在这一前提下，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的融合，对于教学的顺利进行和素质培养的实现均具

有重要意义。我国高中地理思政教育研究有限，且 2019 年新人教版教材出版较新，教学参考较少，本文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对于地理课程思政的主要方面进行剖析，并与高中地理新教材必修一相结合，以期

达到高中地理与思政教育更好融合的目标。 

2. 课程融入思政的必要性 

1、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提出 
在最新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多次引入“我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安全”“国

际化”等内容，强调了思政要素在教学上的贯穿实施。在学科特性模块中强调“地理学关于解答人口、

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和建立美丽中国，保护全球生态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在教学基础理念中强调“使

学习者增强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认识”“树立祖国情感和全球目光，培养关心地区、我国和世界地理

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能力”。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成为指导高中地理教育的纲领性文本，从

教学的特点到教学的基础理念，其都明确指出在传播地理知识的过程中，需要对高中学生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主要涉及人地价值观、祖国情感、全球视野、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土安全教育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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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理解课堂知识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途经 
思政治要素多以能够启发、激发学生兴趣的情景式案例为呈现方式[2]，在地理教学中纳入思政治要

素，一方面为学生的地理知识了解和巩固提供了补充和催化作用，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地理教学的知

识点，提高地理课堂教育效果，并且使传统的地理课堂教学获得除了地理知识系统以外的课堂形式补充，

更容易激发起学生学习的主观积极性；其次，在教授地理课程时，穿插入思政要素，这样的教学方式不

仅促进了多学科、多知识点系统的结合，还表现为教师从多角度教育学生，从而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另

外，通过思政和地理教学的结合，使学习者在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建立相应的情感与价值观理念系

统，进而促使学生个体不断完善其价值观体系[3]。 

3. 思政在地理教育中的体现角度 

通过研究高中地理必修第一册的内容，总结出培养哲学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解我国国情、培

育爱国情怀、发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感受地域

文化八个思政角度，不同章节知识点中的具体案例以及思政切入角度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resentation of political cases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different chapters 
表 1. 不同章节地理知识的思政案例呈现及思政角度 

章 节 地理知识 具体案例呈现 思政角度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地球的宇宙环境 地月系 月球是我们研究最多的星球之一，但是我国

目前还未达到在月球表面行走的科技水平。 了解我国国情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太阳辐射对地球

的影响 
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化石能源有限且难以再

生，倡导节约能源。 
树立正确的人地协

调观 

地球的历史 化石和地质年代

表 

地球形成约有 46 亿年，而人类形成只有大

约 260 万年，相当于一天 24 小时里的最后

3 分钟，敬畏自然，和谐共处。 

树立正确的人地协

调观 

地球的圈层结构 地球的外部圈层

结构 
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与生物圈互相联系，

同时互相影响。 培养哲学思维 

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大气的组成和垂直

分层 平流层 臭氧层减少导致植被、动物生长受到影响。 树立正确的人地协

调观 

大气受热过程和大

气运动 大气的受热过程 山东寿光蔬菜种植规模及其机制。 感受地域文化 

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 

水循环 水循环的过程及

类型 
诗句《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发扬祖国优秀传统

文化 

海水的性质 海水的盐度 
中国是海水晒盐产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

盐场面积最大的国家，我国有 4000 多年的

晒盐历史。 
了解我国国情 

海水的运动 洋流 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染废水。 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章 
地貌 

常见地貌类型  以图片形式展示我国的不同地貌景观，了解

我国的大好河山。 培育爱国情怀 

地貌的观察 地貌观察的内容 坡度对耕作以及交通线路的影响。 培养哲学思维 

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 

植被 植被与环境 稻渔共作，两者构成整体，又相互影响。 培养哲学思维 

土壤 土壤的主要形成

因素–时间 
东北黑土形成一厘米需要大概 400 年时间，

如今 9 万多平方米被盗卖。 
树立正确的人地协

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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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六章 
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 干旱灾害 我国华北地区、江淮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华

南地区的干旱灾害发生主要时间及成因。 了解我国国情 

地质灾害 地震 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的经济、社会恢复图

片。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防灾减灾  
中国救援队在国际灾害的救助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体现了“善”“和”的传统道德思

想。 

发扬祖国优秀传统

文化 

地理信息技术在防

灾减灾中的应用 
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 
引入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介绍其愈加重

要的地位。 了解我国国情 

 

1、培养哲学思维 
马克思主义教学是思政教育的灵魂之一[4]，挖掘课程中潜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学生的哲学思

维，也是实现终身教育中重要的一步。而高中地理课程突出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科学结合的特色，同马

克思主义哲学相互交融，不仅易实现思政在教育之中的贯穿，也是实现学生客观、科学思维模式的重要

方式。比如第一章第四节，《地球的外部圈层》中，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以及生物圈四个圈层共同构

成地球整体环境，但是各个圈层内部之间又紧密联系，体现出哲学中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关系；在第四章

的《地貌的观察》一节中，坡度会对于耕作方式以及交通线路分布产生影响，体现出因果关系；第五章

第一节《植被》中，植被与环境使用了稻渔共作的例子，两者构成整体，又相互影响，也体现出系统性

与整体性的哲学关系。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是指“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根据某种共同特点而集合的群体或组合[5]，”其中也体现出集体

的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的必然结果[6]。在第三章第三节《海水的

运动》中，以日本于 2021 年 4 月决定向太平洋排放 125 万吨污核染废水的事件为例，激发学生的命运共

同体意识，也引导学生加强集体利益观念。 
3、了解我国国情 
中学阶段是国情教育的重要阶段，最能塑造学生对于国家的理解，从而升华为求知热情、民族自豪

感以及爱国情怀，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但是学生在此阶段，多投入更多时间到课程理论中，接

受到的国情教育有限[7]。地理涉及范围广泛，教学中可以充分渗透国情教育。第一章第一节，当讲解到

“地月系”知识点的时候，教师可以普及我国的月球研究进展，虽然月球距离地球最近，人类也研究最

多，但是我国还不具备在月球上行走的科技水平，激励学生刻苦学习、与时俱进，为祖国的研究水平贡

献力量；在第三章《海水的性质》一节，“海水的盐度”知识点中教师可以给学生介绍我国 4000 余年的

晒盐历史，以及中国是海水晒盐总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盐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加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

在第六章第一节的“干旱灾害”知识点中，通过我国不同地区的干旱灾害发生时间以及原因，让学生对

于我国旱灾特点具有更深入的理解，培养深入认识我国以及科学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在第六章第四节

中，“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知识点可以加入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愈加重要的国内以及国际应用

地位，帮助学生进一步树立四个自信。 
4、培育爱国情怀 
地理学科的实践性、地域性、综合性为爱国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8]，也帮助学生在最容易树立家国

情怀的青少年阶段，树立崇高的爱国理念。在第四章第一节《常见的地貌类型》中，可以通过我国喀斯

特地貌、河流地貌、风沙地貌以及海岸地貌的典型景观图片展示，让学生更直观地看见不同地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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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区别，在学习课堂知识的基础上，领略我国大好河山，达到培育爱国情怀的作用。 
5、发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理教学资源多包括爱国主义内容、仁爱思想内容以及道法自然内容[9]。必

修第一册虽然多自然地理知识，但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能有相应体现。第三章第一节，教材中出现了

《宋书·天文志》对于水量保持稳定的说明。古书唐诗宋词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李白《将进酒》

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一句和教材导入内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上来”

说的是水循环的哪个环节？黄河是真的奔流到海就不复回吗？一句诗句引发学生对于水循环的思考，同

时教学结合诗词，也将地理课堂赋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在第六章《防灾减灾》一节中，可以通过

讲解中国救援队在国际灾害的救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事例，体现我国“善”“和”的传统道德思想，从

而将我国乐于助人、和善友好的优秀道德品质进行发扬与传承。 
6、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 
人地协调观作为地理核心素养要素之一，也充分被融入地理课堂思政教育之中。在必修一中，人地

协调观是能够融入最多的思政元素，几乎在每一章内都能有充分的体现。在第一章内，《太阳对地球的

影响》《地球的历史》都能够插入煤、石油等资源的形成，让学生了解到资源的来之不易以及能源的不

可再生性，树立正确的资源节约观念；在第二章，《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一节中，平流层内臭氧的

减少而产生的臭氧层空洞现象，对很多生物的正常生存造成了不利影响，倡导学生保护臭氧层；第五章

的《土壤》一节，可以东北黑土漫长的形成过程为背景，插入如今九万多平方米黑土被盗卖的新闻，让

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保护观念；在第六章自然灾害中，可让学生充分探讨引发洪涝、干旱、滑坡、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可能的人为因素[3]，从而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 
7、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10]，在地理教学中，充分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教学内容融合，能够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地理素养和社会道德水平。第六章第二节《地质

灾害》的“地震”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展示曾经历过 5·12 地震的汶川灾区基础设施、经济以及社会状

况恢复图片，表现国家对于人民生活以及经济建设的重视，从中可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

强”“民主”与“和谐”等方面。 
8、感受地域文化 
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内形成不同的特色，包括物质方面的饮食、服饰、建筑等，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的

习俗、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第二章第二节“大气的受热过程”知识点中，可以引入山东寿光蔬菜

种植大棚及其机制的案例，以此在加深学生对于大气受热过程理解的同时，强化学生的知识迁移与地理

视角看待生活的习惯养成，更熟练地将课堂理论知识应用到生活现象的分析中；也能够加深学生对于山

东寿光的大规模大棚蔬菜种植文化的了解，更多一步感受我国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 

4. 思政教育的实施建议 

1、把握地理学科地位，找准思政教育角度 
高中地理教育涉及面广泛，涉及到自然、人文、地理信息系统等多方面内容，且与国家许多重大政

策紧密相关，比如人口、城市、资源等方面，都需要紧跟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这就导致地理学科中展示出许多可体现的课程思政角度，因此地理教师必须在地理课程中坚持教学思政

宗旨，重视课堂建设规律，合理掌握课程地位，因地因时制宜融入思政教育角度，整个过程需要活学活

用，而不是生搬硬套，以此来发挥课程思政的最大育人作用。如教师在设计课程思政要素时，除了符合

相应课标的框架范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之外，可以多采取当下的时事热点作为案例，以达到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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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入，课下学生关注的教学效果。 
2、发挥主导性地位，体现教师引领价值 
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在整节课堂中，体现的作用是对于时间、进度、教学方法、课堂纪律等多

方面的掌控，这就决定教师在教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在《地球的历史》一节，地球经过了 46 亿年

的漫长发展，才达到如今的面貌，而人类只形成了 260 万年，近代工业以来人类演变出“改造自然”的

荒谬想法，殊不知人类对于地球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敬畏自然，拥有正确的人地观念。

部分学生自主学习的方面能力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地理知识中延伸出的隐含的思想政治要素上，如果仅

靠学生自主发现与理解，就具有更大的难度。所以教师应该具备主动渗透思政教育的意识，只有教师在

设计与实施课堂的过程中穿插思政元素，才能更好地将学生带入思政角度，从而实现思政育人目标。 
3、立足于教材，深挖思政教育资源 
地理教材的编写立足于符合高中阶段学生的思维发展与理解能力，教材中具有丰富的思政资源，如

《大气的组成与垂直分层》一节中以文字加图片的形式直观地讲述到大气污染现象以及近 300 年来二氧

化碳含量的变化，展示出当下大气问题的严重性，以提高学生的环境理念。地理教材中的思想政治要素

能够很大程度地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相符合，更直观地将地理知识与思想政治融合起来，利于学生课后巩

固加强，达到多方面育人的效果，同时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所以教师在寻找思政教育

资源时，可充分挖掘教材内容，这能够实现就地取材，减小备课难度，又能够保证思政要素与课堂结合

更加紧密，也可以更加充分地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实现精准把握。 
4、密切联系生活，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由于高中学生的生活经验有限，导致学生能够接触到的思想政治要素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教

师在进行教育时应秉承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的原则，以学生的实际经验和生活角度为切入点，将思政要素

生活化。这样的教育形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课堂知识，达到更高效的地理教育效果；另一方

面也能够符合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以生活作为实际角度与案例，塑

造学生人格，达到包括国家、社会、环境、文化等多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政治育人高度。如在讲解到地理

信息技术这类较难直观理解的内容时，教师可以从当下的疫情出发，展示一张疫区的疫情地图，讲述该

地图是由具体疫情数据分析以及制作出来的，这运用到的是 GIS；为了疫情的消退和社会稳定、快速发

展，我们志愿去这个疫区支援，实现定位以及规划路线的技术就是 GPS；疫情结束之后，我们提高地理

实践能力，实地展开地理研学活动，探究该地的气象、植被、水文以及土壤等宏观范围的情况，可以运

用 RS，这样就可以用生活的角度，提高学生的理解程度。 

5. 总结 

高中地理教育潜藏着较丰富的思政内容，教师在讲授基本地理知识的基础上，挖掘思政的育人价值，

引导学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注重全面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合理把握地理学

科的地位，与相适应的地理思政角度紧密结合，使得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得益彰；发挥教师在地

理思政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起到合理的引导作用，可以在学生思想政治构建中达到更好的效果；在思政

元素的挖掘上，教师可以以课本内容为基点，充分运用教材中的多种元素进行思政教育，因地取材、因

人制宜；在选择教材外的思政案例时，也需要注意密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以此加强学生的理解，

引发情感共鸣。 
课程思政任重道远，需要地理教师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注重自身技能培养，在教学过程中，运用

符合教学规律又自然生动的思政案例，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更高的育人目标，为培养专业知识扎实与政治

思想过硬兼备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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