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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20年版)》中指出要“重视问题式教学”，培养中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过去的“问题教学”课堂呈现给学生的问题都是单一化、典型的问题，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在新

时代教育背景下面临着涤故更新的境地。文章探讨地理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问题教学模式应该如何作出改

变，并以“农业区位因素及变化”教学设计为例，尝试把问题教学应用在实际教学内容上。旨在充分利

用问题式教学的优势，有效培养中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以期为新时期高中地理教师进行问题教学设计

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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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model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in geography subject was pointed out in the “Ordinary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
culum Standards (2020 Edition)”. In the past, the problems presented to students in the “problem 
teaching” class were all simple and typical problems, which easily made students lose their inter-
est in learning, and they were fac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cleaning up the old and renewing the old 
under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hange the teaching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geography literacy, and taking the teaching design of “Agricul-
tural location factors and changes” as an example, it tries to apply problem-based teaching to the 
actual teaching content.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question-based teach-
ing and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 core quality of geograph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sign of question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
er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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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将核心素养切实地融入到教育实践领域中已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1]。《普

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20 年版)中，强调培养中学生的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

力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教学任务之一[2]。用何种教学方法或者教学模式去培养中学生的地理核心素

养成为当下热门的教育话题之一。其中问题式教学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模式。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问题式教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自 1980 年以来，关于问题式教学方面的研究也

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在教育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3]。但在地理教学的实际课堂应用上还不够完善，问

题教学模式需要随时代进步不断创新与发展。 
本文结合新时代背景，以高中课程“农业区位因素及变化”为例，以问题教学为方法，进行教学设

计，尝试探讨问题教学模式与培养中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紧密联系，提出对问题教学相关教学流程的思

考，以期为在读师范生和中学地理教师进行问题教学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地理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问题教学模式 

2.1. 问题教学概念解读 

不同的学者对问题教学概念的见解有所不同。陈澄认为“问题式教学”是用一串有逻辑关联的问题

来整合相关学习内容的一种教学方式[4]；董瑞杰认为“问题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交流讨论、寻找答案，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进而培养学生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

法[5]；张誉予关于问题式教学的定义是：用问题整合相关学习内容的教学方式，以问题为载体，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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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真实的情境材料，通过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解决等过程来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和创造性能

力[6]。结合地理科学的特征，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地理课程教学过程中，以关联地理知识内容的问题为

导向，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地理理论知识；通过地理相关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必备的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教学模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课堂将问题式教学变成了“满堂问”式教学，创设的问题“多”、“细”、

“碎”，且缺乏内涵，思维跳跃性大，问题之间缺少必要的整合，其内在联系被割裂[6]。此种问题教学

模式达不到培养中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目的，已经不适宜运用在新时代的教学课堂上。必须将问题教学

与核心素养相结合，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高素质人才。 

2.2. 问题式教学与地理核心素养的内在联系 

2.2.1. 解决具体问题，培养综合思维能力 
问题式教学具有启迪、发散思维的功能[7]。地理课堂中，通过对地理问题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思考，

促进学生对“地理环境综合体”的理解。学生能够从整体角度出发，分析不同层面的地理环境。有利于

引导学生全面、系统、动态地分析和认识地理环境，达到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的目的。 

2.2.2. 借助问题情景，实现空间–区域认知 
有学者曾借助地理教科书问题，引导学生建构和发展地理空间思维[8]。无论是教科书的问题，还是

其他地理问题，问题的背景来自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中。在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区域下产生的地理问题

具有不同的空间–区域特征。学生在思考问题时，需要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认识地理环境。

有助于学生认识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培养学生的空间–区域认知能力。 

2.2.3. 探究实际活动，提升地理实践能力 
学生在案例情景探究的过程，本身就是进行实践的过程[9]。虽然问题教学模式下大多数情况都是在

课堂授课，缺乏相应考察、实验等活动。但学生面对实际案例带来的问题时，在问题的活动过程中，可

以通过主动学习、分析等行动能力的培养，间接地塑造学生的科学探究的品质，从而促进学生地理实践

能力的提升。 

2.2.4. 揭示问题情感，树立人地协调观念 
地理问题的背后，揭示着各种地理科学规律，体现着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人地关系[10]。

学生通过对问题背后情感的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态度，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地协调观。 

2.3. 地理问题教学设计过程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20 年版)》指出教学设计流程应包括创设问题情境、提出与分析地理问

题、提出地理解决方案、展示评价四个阶段[11]。杜威认为“五步教学法”分为情境问题、假设、推论、

验证[12]。 
本文参考相关理念，根据问题教学的特点，结合地理学科的特征，认为地理问题教学模式的课程设

计过程应包括：情景创设、问题发现、问题进行和问题总结四个部分(见图 1)。 

2.3.1. 情景创设 
创设合适的问题情境是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的基础[11]。创设的情境应该从学生熟知的事物和生活中

获得，与学生当前的知识水平相适应；其次，情境应充分考虑地理学科的真实性、综合性和区域性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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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问题发现 
创设问题的情境后，需要向学生提出问题，甚至引导学生提问，引入本节课程的重点内容。发现问题是

问题解决的前提，是学习行为真正发生的重要标志，是走向创新、迈向成功的关键[13]。“发现问题往往比

解决问题更重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打破“教师问，学生答”，可以“学生问，学生答”，甚至是“学

生问，教师答”。通过多方面锻炼学生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将问题教学模式的优势充分发挥。 
 

 
Figure 1. The design process of problem teach-
ing model of geography  
图 1. 地理问题教学模式的教学过程 

2.3.3. 问题进行 
当教学问题出现后，需要学生在课堂上对问题进行分析、探究并解决。在此过程中，教师需善于引

导学生去思考，或者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探究，在不断尝试下最终解决问题。 

2.3.4. 问题总结 
“学生对问题的解决是否正确？是否全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教师需要对教学活动进行总结，

评价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表现以及最终呈现的答案。在总结时，应紧扣教材，通过评价将问题中呈

现出来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并最终反馈给学生。 

3.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地理问题教学设计 

3.1. 课程介绍 

课程教学设计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三章第一节“农业区位”为主题。选取本区域学生熟悉的

雷州半岛“徐闻菠萝”为具体例子，设置若干个教学问题。通过问题使学生理解农业区位因素的定义与

内容，探究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徐闻菠萝的影响，用发展的思维看待徐闻菠萝空间区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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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题教学模式下教学设计案例——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3.2.1. 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 
本章节的课标要求是：结合“徐闻菠萝”实例，说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区位因素。本文结合中

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及教材内容，分析学生学情并设置教学目标(见表 1)。 
 

Table 1. Sentiment analysis and teaching goals 
表 1. 学情分析与教学目标 

学情分析 
地理核心素养目标 

人地协调观 区域认知 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 

知识储备上，学生具备了一定地理

环境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知识。在生

活经验上，大部分学生对于农业生

产缺乏整体认识，未能深入思考影

响农业生产与分布的区位因素。 

因此，课堂上选用农业生产案例，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农业区位知识。 

通过分析农业与

自然因素的联

系，以及农业与

人文事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认识

到人与自然的紧

密关系，树立正

确的人地协调

观。 

通过对区域因素的

学习，能够结合生

活经验，辨析其他

农业的区位选择。

结合乡土地理，养

成关注家乡农业发

展的习惯，认识不

同区域农业生产区

位因素的差异。 

根据提示，全

面、系统、动态

地分析不同农

业的区位因素，

并且以发展的

眼光看待区位

因素变化对农

业影响的差异。 

通过对问题的

分析与探究，锻

炼求真的态度

与应用知识的

能力；能够在生

活中运用知识

去分析农业生

产区位，增强社

会责任感。 

3.2.2. 教学过程 
以学生熟悉的雷州半岛“徐闻菠萝”为具体例子贯彻课程始终。先利用谜语导入，再创设在雷州半

岛上徐闻菠萝的情景。在情景中进行问题探究学习，深化学生对农业区位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相关

素养。最后通过课堂总结进行归纳，并表达对学生后续学习的期望(见图 2、表 2)。 

4. 问题教学的反思与建议 

4.1. 问题教学的反思 

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境是培养和评价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14]。现实的情景自然比虚构的情景要真

实。设置真实的情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系生产与生活，将身边事物的情境展现出来。本文以农业区

位为例进行的问题教学的课程设计，是根据学生所认识的“徐闻菠萝”的情景所创设。更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乡土地理的热爱。 
 

 
Figure 2. Teaching process 
图 2. 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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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实习时，曾使用本文的教学过程设计进行了课堂实践。从学生课堂表现看，

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较高，对设计中的问题都能回答，各个环节都可以有序进行，起到不错的效果。但是

不同学生群体间具有差异性，换成其他知识水平的学生群体时，课堂效果呈现应该会有所不同。因此，

实施在实际课堂时，需要根据学生学情的不同对问题难度和深度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根据课堂效果发现

问题，进行下一步的改进。 
 

Table 2. Teaching process 
表 2. 教学过程 

过程 教学活动 设置意图 

课程

导入 

谜

语

导

入
+
创

设

情

景 

【谜语】 

“全身圆圆黄又黄，又甜又酸又很忙；果子只在树上长，榨成果汁人人尝”，打一

水果。 

【情景】 

现在是菠萝成熟上市的季节。对于生活在湛江的同学们来说，应该都知道雷州半岛

的徐闻菠萝非常有名，在前段时间还火爆网络。菠萝是热带水果，因此，在处于热

带地区的徐闻县菠萝得到广泛种植。除了热带地区以外，其他的因素会不会对菠萝

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呢？如果有，会有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以菠萝种植农户

的视角去分析徐闻菠萝的农业生产区位因素，一起去深入了解我们的徐闻菠萝。 

通过谜语来

引入徐闻菠

萝的主题；创

设情境便于

后面活动开

展，激发学生

探究兴趣。 

课堂

内容 

问

题

探

究

一 

【文字材料】 

菠萝喜欢热带光照充足的环境，所以阳光越多，其开花就会越好。菠萝的生长期相

对较慢，在此期间需要更多的水来保持土壤的湿润。菠萝耐旱性强，喜欢高湿高温

的环境，在红土壤中生长良好。 

【问题】 

阅读以上关于菠萝习性的材料，结合我们湛江徐闻的地理特征，谈谈影响徐文菠萝

种植的自然因素。 

【阶段小结】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与发展的自然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和水源等要素。自然

要素与农作物的习性密切相关，徐闻县属热带季风气候，满足菠萝生长的温度、光

照和水源条件；徐闻的土壤为典型偏酸性红土壤，适宜菠萝生长；徐闻土地资源丰

富，耕地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利于徐闻菠萝的耕种。 

两个探究的

内容均是农

业区位因素，

分别指自然

因素和人文

因素。通过具

体材料的展

示，让学生结

合对徐闻以

及徐闻菠萝

的认识，通过

解决问题去

理解农业区

位因素对农

业生产与发

展的影响。 

问

题

探

究

二 

【文字材料】 

菠萝近三年种植面积、总产量和产值连年增加，产业发展带动农户近 5 万户，带动

劳动力 14.6 万人(见图 3)。徐闻菠萝正在打响徐闻菠萝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市场的品

牌知名度。同时，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徐闻率先试水“12221”市场

体系建设行动，打出电商产业“组合拳”，市人大代表还提出关于菠萝种植发展的

重点建议《关于推动菠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为助力“徐闻菠萝”销售，打

造“徐闻菠萝”高铁专列将菠萝发送出省，依托“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提升快递服

务现代农业能力(见图 4)。 

【问题】 

阅读以上材料，从人文因素的角度谈谈其对徐闻菠萝的种植与发展产生怎样影响？ 

【阶段小结】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与发展的人文因素主要有市场、交通运输、劳动力和政策法规等

要素。市场上对于菠萝的需求量较大，促使徐闻菠萝的种植；同时，国内交通运输

快捷，为徐闻菠萝的运输提供保障；徐闻县人口较多，具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菠萝

种植生产；政府及各部门对徐闻菠萝提出有关意见，并大力支持菠萝生产。除了以

上人文因素外，资金、科技、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也影响农业区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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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问

题

探

究

三 

【问题 1】 

回望 2018 年春天，徐闻菠萝因滞销事件引爆网络关注，许多菠萝因滞销烂在地里；

与现在徐闻菠萝的热销形成鲜明对比。谈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种现象？ 

【问题 2】 

让学生阅读书本“农业区位因素的变化”内容，引导学生提出“交通因素、科学技

术和经济发展会对徐闻菠萝带来怎样的影响？”教师发动其他学生回答此问题，最

后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汇总和补充。 

【问题 3】 

为助力乡村振兴，当地政府将菠萝种植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根据当

地自然社会条件，结合本节课学习的农业区位知识，学生提出“菠萝种植在未来会

发生哪些变化？基于变化会对菠萝种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教师发动其他

学生回答此问题，最后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汇总和补充。 

【阶段小结】 

自然因素相对稳定，而人文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不断变化的人文因素是影响农业

区位变化的重要原因。市场的变化、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

高都会对农业的区位产生影响。 

问题1和问题

2 引导学生结

合书本知识

去思考农业

区位因素的

变化对农业

的影响。问题

3 引导学生去

思考问题、发

现问题，给予

学生自由思

考机会，打破

问题教学中

只是“教师

问，学生答”

的局面，体现

学生的主体

性。 

课堂

总结 

内

容

总

结 

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经济技术条件、文化习俗和政策差别很大，对农业生产有着不同影响。农业

的区位选择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考虑的主导因素往往不同，要做到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充分合理利用土地。 

做题时，需要充分阅读材料信息，通过材料中对于农业生长习性、现状介绍等找出区位因素中的自

然和人文因素。农业区位选择需要从时空的不同角度出发，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作为原则。 

表

现

总

结 

1、课堂上学生总体表现(很好、较好、一般、有待提高等)，表现比较好的地方在于(课堂积极性、

课堂配合度等)，需要继续进步的地方在于(问题的回答完整性、知识迁移能力等)。 

2、个人表现较好的是某某同学(或者某小组)，希望其他同学能够向他们学习，期待你们下次课的表现。 

3、对学生期望：通过本堂课的学习，不难发现，农业区位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希望同学们能够

结合日常生活看到的农业生产(例如，水稻、甘蔗等)，辨析其农业的区位选择。养成关注身边地理

事物的习惯、关注家乡农业发展的习惯，尝试认识不同区域农业生产区位因素的差异。农业的种植

生产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使农业生产收益最大化。 

4.2. 问题教学的建议 

4.2.1. 问题教学以“沟通”作基础 
有效的师生沟通是化解学习矛盾、提高学习效率的最好办法[15] [16]。在进行问题教学前，需要教师

与学生做好充分沟通交流。一方面，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问题教学模式”下的上课形式，并向学生作

出提前预习新课内容、积极配合教师的课堂设计及保持课堂氛围活跃等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教师需

要通过沟通更好地了解学生目前的知识水平与能力，准备难度适宜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课后的沟通了

解学生对课堂的评价，在今后更好地改进。 

4.2.2. 问题教学视“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杜威在教育理念中提到，要以学生为教学中心。问题教学课堂中，要将教学活动围绕学生去开展，

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在开展问题教学时需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创设适合学生发

展的情景、提出适合学生水准的问题、营造适合学生学习的氛围。 
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教师要成为主导者。主导问题教学过程，需要教师自身具备丰富的知

识。因为学生相对自由的思考与探究可能会提出不少教师未事先准备好的内容，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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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Xuwen pineapple planting situation from 2019 to 2021 (Data from 
Xuwen County Bureau of Statistics) 
图 3. 徐闻菠萝 2019~2021 年种植情况(数据来源于：徐闻县统计局) 

 

 
Figure 4. Upper left: picking pineapple (China’s Rural Mesh, Cai, W. P.); upper right: 
pineapple live-action (People’s Daily, He, L. P.); lower left: coun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ve help farmers (People’s Daily, He, L. P.); lower right: “Xuwen pineapple” 
high-speed train (Zhanjiang Daily, China Railway High-Speed Railway Media) 
图 4. 左上：菠萝采摘(中国农村网，蔡薇萍)；右上：菠萝实景(人民日报，贺林

平)；左下：县长参与直播助农(人民日报，贺林平)；右下：“徐闻菠萝”高铁专

列(湛江日报，华铁高铁传媒供图) 
 

能应对。当教学过程发生偏差时，需要教师自身具备灵活的控场能力带回正常的教学课堂中，保证教学

内容的合理性和教学的顺利进行。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484


郑柏鸿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2484 3118 创新教育研究 
 

4.2.3. 问题教学用“问题”去启发 
与情景教学不同，问题教学重在启发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启发学生，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技能。在课堂上，一个个问题就像一次次的引导，启发学生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课本知识，启发学生该

如何去解决各类型问题，无论在以后的学习还是生活上，都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5. 结语 

随着现代教育事业不断进步，问题式教学因其特有的优势在不断被应用。地理学科是一门非常贴近

学生生活的学科，在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因此，问题教学就不失为一个合适的教

学模式。以文章的课程设计为例，在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上进行问题教学设计，可以很好与地理学科进

行结合。结合课程标准，通过科学的“问题”去逐步培养中学生相关的核心素养。 
但以问题教学作为教学模式，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此，真正的问题教

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还是比较困难。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继续努力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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