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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教材是地理学习的重要资源。本文以海洋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为例，对课程标准进行了解读，对五

版高中地理教材课文系统中课文出现的位置、课文素材的选取、课文的弹性等方面进行比较，并提出了

教学建议，以期为教师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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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y textbook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geography learning. Taking Marine space re-
sourc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compares the position of texts in the text system of the fifth edition of high school 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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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y textbooks, the selection of text materials, the flexibility of texts, and puts forward teaching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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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教材是进行地理教学的‘物质基础’。地理教材分析是科学设计地理教学方法和过程、实现

地理教学目的的前提”[1]，是教师开展教学的基础，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依据《普通高中地理课程

标准(2017 年版)》编写的五版高中地理新教材自 2019 年先后发行，“洋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是“选择

性必修 3”的重要内容，课文在地理教材中的功能是很明显的，它起着使学生获得地理知识，掌握学习

方法的重要作用[2]。对五版教材(人教版、湘教版、鲁教版、中图版、沪教版)的课文系统进行比较并提

出教学建议，有利于教师科学地开展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关注海洋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的意识。 

2. 课程标准解读 

2.1. 高中地理课程国家安全教育的总体目标 

高中地理课程国家安全教育目标是高中地理课程与教学中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3]。刘

泽琳等将高中地理课程国家安全教育目标划分为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四个方面，包括：掌握与地理课

程相关的国家安全基础知识；提升地理课程要培养的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形成地理课程要培育的国家安

全意识；增强地理课程要培育的国家安全情感[3]。且将海洋空间资源目标细化：为结合实例，从国家资

源安全、国家海洋国土安全等方面说明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3]。 

2.2. 课程标准的要求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选择性必修 3 共有 8 条要求，其中关于海洋资源与国家安全

的描述是第 4 条：3.4 结合实例，说明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学业质量标准体现学科核心素养，本条课标对应学业质量标准的水平 2，指向综合思维培养，学生

能够综合分析海洋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海洋空间资源”、“国

家安全”内容较为抽象，需为学生解释“海洋空间资源”等概念，辅助学生理解。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主要遵循“海洋空间资源是什么？”“海洋空间资源有何优点？”“海洋空间资源如何影响国家安全？”

“我国海洋安全面临哪些挑战？”“我国如何维护海洋安全？”这条主线。在课文内容的编排上，五版

教材基本遵循课标的要求，大致由界定海洋空间资源的概念、结合实例，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空

间资源的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三部分编写。 

3. 课文系统的比较 

3.1. 课文出现位置的比较 

人教版、湘教版、鲁教版和中图版都将“海洋资源与国家安全”这部分内容放置在所处章或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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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节，而沪教版将这部分内容单独编为一个单元，并且设置了两个主题，两个主题分别设置三个小

节，独立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五版教材的编排顺序与课标的编排顺序一致，体现了课标的导向作用。

在篇幅上，沪教版教材共占 17 页，所占篇幅最大，体现出沪教版对这部分内容较为重视，内容较为丰富。

其余四版差别不大，篇幅在 9~12 页之间，其中人教版最少，为 9 页，提纲挈领的学习本部分内容。 

3.2. 课文素材选取的比较 

在案例的选取上，五版教材有较大差异，五版教材的素材涵盖了国内和国外，见表 1，其中上海版

最为丰富，共有 18 个案例，这得益于海洋资源与国家安全这部分内容单独成一个单元，有足够的体量编

排案例。中图版和鲁教版差别不大，分别是 14 个案例和 13 个案例，案例较为丰富。人教版教材有 10 个

案例，湘教版案例最少，湘教版教材第二章共分五节，内容庞杂，故这部分内容体量较小。 
 
Table 1. Selection of text materials for the fifth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表 1. 五版教材课文素材的选取 

版本 课文素材选取 

人教版 
1) 美国海上漂浮城市“自由号”，2) 天津长芦盐场，3) 江苏盐城海水稻，4) 福建霞浦滩涂养殖，

5) 辽宁盘锦红海滩，6) 荷兰围海造地，7) 香港填海造陆，8) 阿联酋迪拜人工岛， 
9) 港珠澳跨海桥隧，10) 永兴岛开发对我国海洋国土安全的意义 

湘教版 1) 永兴岛空间资源的利用，2) 福建双鱼岛，3) 防空识别区，4) 马六甲海峡，5) 舟山群岛， 
6) 海底光缆，7) 苏伊士运河停运给国际航运带来的影响 

鲁教版 

1) 蛟龙号载人深潜器，2) 日本青函海底隧道入口，3) 中国东海风电场，4) 海洋牧场？ 
5) 海洋水下养殖？6) 山东荣成“耕海牧渔”历程，7) 海上运输线？8) 港珠澳大桥， 
9) 日本神户人工岛，10) 胜利油田“海油陆采”，11) 庙岛群岛，12) 舟山群岛， 
13) 海南陵水“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中图版 

1) 《海底两万里》航线，2) 我国基岩海岸，3) 我国沙砾质海岸，4) 我国珊瑚礁海岸， 
5) 我国淤泥质海岸，6) 我国红树林海岸，7) 青岛港的建设，8) 马尔代夫岛海岛的开发规划， 
9) “哥德堡”号仿古船大型邮轮，10) 日本神户填海造陆，11) 我国海南三亚海滩海洋旅游， 
12) 我国舟山渔场，13) 库斯托的海底村落，14) 秘鲁 200 海里海洋权的地理分析 

沪教版 

1) 阿联酋迪拜朱美拉棕榈岛，2) “蛟龙号”的深海之旅，3) 港珠澳大桥，4) 海洋空间站设计图，

5) 马尔代夫海底餐厅，6) 轮船正将大型港口机械从上海港运往德观汉堡港，7) 南沙永暑礁观测站，

8) 荷兰海上风力发电站，9) 海上浮动核电站，10) 预测海上漂浮的未来城市， 
11) 探寻海底数据中心，12) 在青岛牵引上岸的海底光缆，13) 我国的钓鱼岛及南小岛、北小岛， 
14) 海上生命线，15) 海洋倾废和相关法规，16) 认识浒苔灾害， 
17) 中国海军“海口舰”在亚丁湾为商船护航，18) 我国海洋安全观的发展 

3.3. 课文弹性的比较 

五版教材课文弹性相差较大，沪教版和中图版的栏目最为丰富，都有 4 种栏目，其中沪教版案例最

丰富，有 11 个案例，中图版有 6 个案例，鲁教版和湘教版有三种栏目，且都有 7 个案例，丰富的栏目有

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人教版有 2 种栏目，2 个案例，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ext elasticity in the fifth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表 2. 五版教材课文弹性的比较 

版本 栏目 案例 

人教版 
探究 美国海上漂浮城市“自由号” 

活动 永兴岛开发对我国海洋国土安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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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湘教版 

探究 永兴岛空间资源的利用 

活动 苏伊士运河停运给国际航运带来的影响 

阅读 1) 福建双鱼岛，2) 防空识别区，3) 马六甲海峡，4) 舟山群岛，5) 海底光缆 

鲁教版 

探究 蛟龙号载人深潜器 

活动 1) 胜利油田“海油陆采”，2) 庙岛群岛，3) 舟山群岛 

知识窗 1) 山东荣成“耕海牧渔”历程，2) 港珠澳大桥，3) 海南陵水“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中图版 

探索 1) 《海底两万里》航线，2) 青岛港的建设，3) 马尔代夫岛海岛的开发规划， 
4) 日本神户填海造陆，5) 库斯托的海底村落，6) 秘鲁 200 海里海洋权的地理分析 

活动 1) 青岛港的建设，2) 马尔代夫岛海岛的开发规划，3) 库斯托的海底村落 

案例探究 秘鲁 200 海里海洋权的地理分析 

阅读 日本神户填海造陆 

沪教版 

探究 “蛟龙号”的深海之旅 

思考 1) 南沙永暑礁观测站，2) 中国海军“海口舰”在亚丁湾为商船护航 

活动 1) 预测海上漂浮的未来城市，2) 探寻海底数据中心，3) 认识浒苔灾害 

阅读 1) 海上浮动核电站，2) 海上生命线，3) 海洋倾废和相关法规， 
4) 我国海洋安全观的发展 

单元首页 阿联酋迪拜朱美拉棕榈岛 

 
五版教材都设置了探究或探索栏目，体现了五版教材对探究性学习的重视，探究性学习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求知心理，并且利于学生利用所学解决问题的能力。 
沪教版、中图版和鲁教版都设置了 3 个活动，沪教版还设置了 2 个思考，中图版设置了一个案例探

究。 
湘教版设置了 5 个阅读，沪教版 4 个阅读、鲁教版设置了 3 个知识窗，中图版设计了一个阅读，人

教版没有设置阅读相关的栏目，丰富的阅读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边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体来看，沪教版由 5 种栏目，共 11 个案例，弹性最大，其次是中图版，有 4 个栏目 6 个案例，之

后是鲁教版和湘教版，都有 3 个栏目，7 个案例，人教版弹性最小，有 2 个栏目和 2 个案例。 

3.4. 知识点选取的比较 

课标要求：结合实例，说明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包含两部分的内容，首先是要

明确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并且要结合实例说明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五版教材都与课标

要求一致，但各有特色。 
人教版教材对本部分知识的编排较为概括，与课标的要求高度重合，侧重于编排海洋空间资源的重

要性、以及概括的说海洋空间资源对国家资源安全和海洋国土安全的影响，并未就相关知识展开描述。 
湘教版教材首先明确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再在海洋空间资源开发中引入海洋空间资源的概

念，使学生明确何为海洋空间资源，简单介绍了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的类型，最后详细编排各类海洋空间

资源与国家安全，加深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 
中图版概括的介绍了海洋空间资源的类型及利用案例，之后详细编排了各类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

用，最后详细编排了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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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教版通过海洋空间资源概述，简要的介绍了海洋空间资源的概念、海洋空间资源的作用、我国的

海洋空间资源，体现了对我国海洋空间资源的重视，详细的编排了海洋空间资源开发与国家安全的内容，

主要是开发方式，且每种都举了实际的例子：耕海牧渔、填海造地、海岛开发港口及交通运输线建设、

维护国家海洋空间资源安全，涉及了维护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空间资源，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 
沪教版编排最为全面，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海洋空间资源的特点、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第

二部分是海洋安全的定义类型及海洋灾害、维护海洋安全的措施。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了本部分的内

容，拓宽了学生地认识，有利于学生理解知识。 

3.5. 课文表述的比较 

五版教材海洋空间资源概念的表述略有差异，见表 3。 
 
Table 3.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ncept of Marine space resources in the fifth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表 3. 五版教材海洋空间资源概念的表述 

版本 概念表述 

人教版 无 

湘教版 海洋空间资源是指与海洋开发利用有关的地理区域，包括海域上空、海面及水体、水底、海底和 
海岸带四个部分。 

鲁教版 海洋空间资源是指海洋水体所占据的空间，也称海域，主要由水体、礁石、海岛、海床 
(包括海底和底土)和海岸线、潮间和滩涂等构成。 

中图版 海洋空间资源是指可供利用的海洋空间，包括海岸带与海岛空间资源、海面空间资源、 
海中与海底空间资源等类型。 

沪教版 海洋空间资源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海岸带、海岛、海空、海面、海中和海底等。 

 
人教版教材没有关于海洋空间资源的具体定义，但是对海洋国土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海洋空间资

源包括在海洋国土之中，突出强调了海洋空间资源是海洋国土的一部分，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

海洋国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部分概念较为概括，需要学生自己理解具体的理解各

部分内容，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利于学生的理解与学习。 
湘教版教材和中图版都强调资源的利用。湘教版和沪教版的范围最大，包括海岸带、海上、海水中

和海底四个部分，使学生从空间上感知海洋空间资源，有利于启发学生从空间的角度思考海洋空间资源

的开发利用。 
鲁教版和中图版的定义中缺少海空的描述范围较小，缺少海空的部分。中图版的介绍较为概括，其

在后面的课文中对每部分做了具体的描述。鲁教版细节，利于学生想象。 

3.6. 课文内容组织的比较 

人教版教材基本遵循了课标的要求，介绍性的编排了海洋资源开发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利于

学生总体把握本节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海洋空间资源(概念界定)、有哪些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空间资源

如何影响国家安全等缺少介绍，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湘教版教材引入了开发海洋空间资源的重要性、界定了海洋空间资源的概念、湘教版教材采用海洋

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相融合的编排方式，先介绍一种海洋空间资源，在文中或阅读中介绍其和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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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湘教版的编排也较为概括，介绍性的编排了内容，利于学生总体掌握知识，但缺少对内容的深

度挖掘。 
鲁教版教材也补充了海洋空间资源的重要性，介绍了海洋的各种用途，利于学生的理解与学习，采

用海洋空间资源开发与国家安全融合的编排方式，补充了维护国家海洋空间资源安全(维护海洋空间资源

开发利用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空间资源)的内容，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 
中图版教材和课标的编排方式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中图版的编排较为细致和丰富，详细的编排了

各类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且详细编排了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逻辑清晰，利于学

生掌握这部分的知识。 
沪教版教材引入了海洋空间资源的特点、界定了海洋安全、海洋国土安全等概念，利于学生理解，

且将人为的和自然的海洋安全都做了介绍，拓宽了海洋安全的边界，有利于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养成，单

独列出了维护海洋安全的措施。沪教版的编排最为丰富，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简单到复杂，符合学

生的学习规律，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详细的介绍也加深学生对本部分知识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树立国家安全观。 
总体来看，人教版和湘教版教材编写较为概括，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鲁教版、中图版、

沪教版各有侧重，在不同方面上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加深了学生的理解。 

3.7. 课文设计的比较 

五版教材基本遵循课标，采取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海洋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的编

排方式，但五版教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关于海洋空间资源的类型，沪教版、湘教版和中图版教材均按照海岸带和海岛、海空、海面、海中、

海底编写，其中沪教版和湘教版较为概括，中图版则将其细化编写。鲁教版则以耕海牧渔、填海造地、

海岛开发、港口及交通运输线建设四方面编写，人教版则较为概括，没有细分。 
关于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措施或对策，沪教版、鲁教版和中图版给出了对策，人教版、湘教版和中

图版则缺少这部分内容。 
沪教版还特别编写了海洋空间资源特点这部分内容。 
总体来说，沪教版编排最为丰富，知识体系最完善，案例最丰富，易于学生理解。人教版则较为简

略，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在上课前需做准备工作，辅助学生的理解。 
沪教版特别编写了海洋安全和维护海洋安全的措施两部分内容，海洋安全包括：海洋国土安全、海

洋资源和经济活动安全、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安全、海洋自然灾害、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多角度使学

生学习海洋安全。维护海洋安全的措施：提高海洋意识，制定国家海洋安全战略、加强建设海上防卫力

量，增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能力、树立海洋公共安全理念，加强海洋安全合作。 

4. 教学建议 

4.1. 补充基本概念 

海洋空间资源与国家安全这部分内容时，学生有一定的基础积累，对海洋权益的划分和我国南海诸

岛及其相关海域的主权有基本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普遍较浅、零散，且缺乏系统的、整体的结构(内
部关系)统摄，对“海洋空间资源的不同开发方向”“海洋空间资源开发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等问题没有

深入的了解[4]。在深入学习之前需明晰基本概念，人教版编写的概念较为概括，所以教师在备课时需注

意概念的补充，辅助学生理解，例如补充海洋空间资源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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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丰富和更新案例的选取 

我国幅员辽阔，许多省和自治区远离海洋，学生缺乏对海洋空间资源的基本认识，因而需要借助案

例来帮助学生理解，人教版和湘教版教材编写的案例较少，所以在备课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案例的补

充。海洋空间资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需要学生综合思维，因此丰富的、紧跟时事的案例和政策文件等不

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全面地思考问题。 

4.3. 培养国家海洋安全情感 

中国陆地面积约 960 万平方千米，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 1.8 万多千米，海域总面积约 473 万平方

千米，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 7600 多个，我国不仅有辽阔的陆地面积，还有广阔的海域及丰富的海洋空间

资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国家海洋安全的情感，使学生树立热爱海洋，维护祖国海洋安

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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