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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提升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而地理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途径。为了创新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文章在《地理必修·第二册》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从内容体系、思政元素、案例设计和教学策略四个方面探讨了普通高

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总体思路。并且，文章结合具体教学案例，提出了增加课程思政元素积累、创新

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评价三个教学方法，探究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更好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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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improving students’ knowledge and skills,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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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nd geography cours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order to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dea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urse and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based on the content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Geography Compulsory Course Volume 2,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idea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geography in senior high schools 
from four aspects: content syste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ase design and teaching strat-
egies.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specific teaching ca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teaching 
methods, namely, increasing the accumul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
culu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explores the effec-
tiv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geography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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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既强调“立德”又坚持“树人”，

把“立德”作为根本，把“树人”作为核心[1]。“立德”强调“德”，即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的塑造；

“树人”则突出“才”，即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与培养[1]。高中地理课程内容与学生的日常实际生活关系

密切，对构建高中生人文地理知识结构、培养人文地理空间思维、提高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且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元素。 
2016 年，为更好实现“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目标，国家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这六大核心素养又可以概括为文化基础、自主

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2]。综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高中地理的学科特

性，从而确定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责任担当、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等思政主题。 

2. 《地理必修·第二册》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体系构建 

笔者选择中图版《地理必修·第二册》教材进行地理课程思政元素构建。《地理必修·第二册》作

为普通高中地理课程的两本必修教材之一，该教材内容包含了人口、聚落、产业区位选择、国土开发与

保护、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紧密相关。它是高中

人文地理知识内容的主要载体，在整个普通高中地理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教材内容还包含了人

地协调观、全球意识、爱国情怀、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课程思政元素，如果教师能够挖掘其课程思政元素，

并将其融入到的地理课堂教学中，将取得极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有必要梳理高中《地理必修·第二册》

内容体系，挖掘其课程思政元素。根据思政主题，对高中《地理必修·第二册》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进

行构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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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ompulsory second course of geography in senior high school 
表 1. 高中地理必修二课程思政元素构建 

章节 具体内容 课程思政内容与解析 内容对应课程思

政元素 

第
一
章
人
口
分
布
、
迁
移
与 

合
理
容
量 

人口分布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世界各地人口分布的特点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帮助学生从全球的视角了解世界人口的

分布 
1.全球意识 

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国际、国内人口迁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培

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 
1.国际视野 
2.家国情怀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概念及其主

要影响因素——引导学生理解我国人口生育

政策调整 

1.国家认同 
2.人地协调观 

第
二
章
乡
村
与
城
镇 

乡村和城镇内部的空间结构 农村与城镇空间形态的景观图及其各个功能

区——向学生介绍各地区的传统风俗 
1.人文精神 
2.团队意识 

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 
不同的地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景观差异，

地域文化在城市景观中的体现——引导学生

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1. 人文精神 
2.审美情趣 

不同地区城镇化的过程和特点 城市化概念与不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特点，引

导学习思考如何应对城市化 
1.家国情怀 
2.社会责任 

第
三
章
产
业
区
位
选
择 

农业区位因素 我国南北方农业生产特点的差异——帮助学

生认识不同地区的农业差异 
1.家国情怀 
2.环境责任 

工业区位因素 
当今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本地工业发展状况

——增强学生对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和本地

工业发展状况的认识 

1.国家认同 
2.乡土教育 

服务业区位因素 
以当地的物流业、购物中心等为例，分析服务

业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增强学生对本地

服务业的了解 

1.乡土教育 
2.团队意识 

运输方式和交通布局与区域发展

的关系 

青藏地区铁路建设成就，以及建成后带来的影

响——引导学生了解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成

就 

1.国家认同(爱国

主义) 

第
四
章
国
土
开
发
与
保
护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理背景 京津冀发展的地理背景及其对发展路径的探

索——引导学生关注了解国家重大战略 
1.国家认同(国情

教育、爱国主义) 

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发展战略 我国的海洋国情——引导学生认识到海洋资

源开发、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意义 
1.国家认同(海洋

国情、爱国主义) 

南海诸岛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以钓鱼岛为例——培养学生捍卫国家领土主

权的意识 
1.国家认同(爱国

主义) 

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计算机技术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培养学生

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的地理问题 1.科学精神 

第
五
章
人
类
面
临

的
环
境
问
题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对人类造成的影响

——培养学生正确的环境观念 
1.生态文明(环境

责任、资源观) 

协调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引导学生理解

可持续发展战略 
1.生态文明 
2.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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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以“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为例做了思政元素融入地理课堂教学的教学设计，以期为高中地

理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借鉴。“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影响因素”是高中《地理必修·第二册》第一章“人口

分布、迁移与合理容量”的第二节内容，是对上一节“人口分布”内容的深入拓展，并且为后面所学的

人口问题做铺垫。地理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设计要以教材内容为本、思政价值为引领。分别从国际人口迁

移和国内人口迁移的空间范围以及不同时期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的特点，结合具体的人口迁移

案例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设计。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相关资料，说明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各个影响因素。在

运用案例探究和问题驱动等教学方法进行的教学过程中巧妙地渗透课程思政元素，使学生通过讨论和案

例探究，来认识世界和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特征。从人口迁移的视角，提高学生对世界和中国的认

识，初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与全球意识，同时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帮助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具体过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表 2. “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影响因素”教学过程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引入 
播放我国的“生态移民工

程”宣传片，引导学生感知生

态移民的特征与原因。 

学生思考回答问题。初步理

解人口迁移的概念。 

让学生感受国家为脱贫攻坚所付

出的巨大努力。增加对生态脆弱区

的理解，分析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

的关系，逐步建立人地协调观。 

探究 

指导学生阅读“明朝山西人

口向外迁移”资料。提问：影

响山西人口外迁的因素是什

么？ 

通过阅读材料以及学生之

间讨论，学生认识到山西人

口外迁的原因有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等。 

增加学生对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

状况的了解，通过思考题引发学生

的探究热情，为掌握影响人口迁移

的因素做铺垫。 

国际人口迁移

及其特点 

引导学生阅读“新大陆被发

现以来世界人口迁移及其特

点”材料和读其示意图。提

问：不同时期世界人口迁移的

主要特点？ 

学生阅读相关材料，分析出

不同时期世界人口迁移的

主要特点。 

通过图表和文字材料，分别从时间

和空间两个视角说明世界人口迁

移的时空特征。同时拓展学生的国

际视野。 

国内人口迁移

及其特点 

指导学生阅读“新中国成立

以来国内人口迁移”资料。提

问：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人口

迁移分成哪两个阶段以及各

有什么特点？ 

学生阅读资料和相互讨论，

能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

到改革开放前的人口迁移

特点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特

点。 

锻炼学生从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

力，加强对人文地理信息的运用。

使学生了解我国不同阶段人口迁

移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发展

历程。 

阅读 

引导学生阅读“美国老年人

口向‘阳光地带’迁移”资料，

并引入我国不断严重的人口

老年化问题。 

学生阅读材料，得出美国老

年人口迁移的因素。并且进

一步意识到我国的人口老

年化问题。 

从人口迁移理论到生活实际，引导

学生关注现实问题。通过美国老年

人口迁移引入我国的人口问题，引

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培养其社会

责任感。 

影响人口迁移

的主要因素 

引导学生结合本节众多的人

口迁移案例，思考影响人口迁

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学生能够总结出人口迁移

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还

有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

境等因素。 

通过案例研究和学生之间讨论，从

人口迁移的地理现象，掌握人文地

理知识。 

总结 通过板书等形式引导学生总

结本节知识。 

学生能够总结出国际人口

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的特

点以及影响人口迁移的因

素。 

增强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理解，帮

助学生构建人文地理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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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地理课程思政的教学策略 

4.1. 课程思政元素的积累 

高中《地理必修·第二册》教材包含了高中阶段的主要人文地理内容，其内容涉及到了人口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产业经济学、海洋地理学和环境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并且教材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

素，是教师进行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素材。教材中的案例研究是地理课程思政教学中重要的活动主

题，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案例研究，以某一个具体案例为研究主题，在引导学生探究的过程中向学

生渗透思政元素，以求达到既给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又实现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进一步推动了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例如，在第一章第一节中的案例研究“‘胡焕庸线’与中国人口分布”，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探究，首先教师先给学生仅仅呈现一幅中国人口分布图，并要求学生根据其中国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差异，在图上增加一根线条以将中国划分为两个部分。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学生会画

出与“胡焕庸线”大致重合的一根线，接着再给学生呈现标有“胡焕庸线”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将其与

学生在图上所绘制的线条进行对比。检查学生完成情况，老师应该给予作图优秀的学生鼓励，以增强学

生的探究精神与学习积极性。这样的案例探究设计有利于学生掌握我国的人口分布特征，同时也能帮助

学生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实际的地理课程思政教学活动中，仅仅以教材为课程思政教学的素材是不够的，需要补充相应的

地理课程思政素材。一方面，是因为中图版高中地理教材是由教育部组织专业人员统一编写，体现的是

国家层面对于教材内容的要求，自然缺少了许多乡土地理内容；另一面，教材是以纸质的形式呈现信息，

相对于多媒体的视频和音频，教材中的课程思政素材的感染力与吸引力不够。鉴于此，比如在《地域文

化与城乡景观》一节中，教师可以给学生补充吊脚楼等乡土地理方面的知识，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山区地

区传统的吊脚楼建筑，并在图片旁边增加文字加以介绍其特点与功能等；也可以以视频的形式展示吊脚

楼，并配上语言解释说明。在对其中内容讲解完成之后，教师给学生展示一幅我国吊脚楼的主要分布图，

以增加学生对于吊脚楼建筑分布的认知。结合实际情况，运用乡土地理内容和多媒体技术弥补教材的不

足，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和风土人情。 
有效的地理课程思政教学，要求老师具有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积累。思政素材的积累，要基于教材

中的思政素材，同时也应该积极挖掘教材外的思政素材，将不同类型的思政素材巧妙地糅合在一节课堂

教学中，从而更加有效的实现地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4.2. 创新教学方法 

课程思政教育要以教学成效为基准，教师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灵活地选取教学内容和方法，发

挥好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主体作用[3]。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应试教

育模式的影响，我国普通高中的主要教学组织形式是班级授课制，并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采用最多

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但是讲授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主动探索的积极性、降低了学生求知的欲望，

不利于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老师应该主动创新教学方法，扭转课堂教学中传统讲授法的弊

端，在教学中灵活使用案例探究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小组合作学习法、实验法等教学方法。教师要把

握各种教学方法的优缺点，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合理地选择适宜的教学

方法并能进行优化组合。 
例如在《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一节中，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是“运用资料，归纳人

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说明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缘由。”[4]教材中列举了五种

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特点，介绍了这五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与造成的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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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特点，其中包含了如何治理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方法。教师在组织本节内容教学

活动时可以采用探究法。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身边的、实际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理解环

境问题与个人存在的密切联系。 
随着电子商务的崛起，快递业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并且深刻的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

可以选择社区或者学校周边的快递包装材料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如何治理作为本节教学的研究选题。指

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快递业工作人员等方式来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选题，安排学生在课堂上分享自

己的研究报告，最后教师要归纳、评价学生的研究报告。并且组织学生讨论保护环境，个人可以做哪些

事情。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地观念和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4.3. 完善教学评价 

由于知识本位观念和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为了在高考中取得一个好成绩。当前的高中教学评价往

往以考试成绩的高低判定学生学习效果的高低，过于注重对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考察，而常常忽视了学

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的评价。所以，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建立完善的教学

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师在认识、设计与实施课堂评价教学行为时，要回归教育常态，考

虑如何通过评价契机，促成学生人格品质和关键能力的发展[5]。评价体系的制定要密切围绕地理课程思

政目标，使教学评价发挥出促进课程思政目标更好实现的作用，让教学评价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落实。教师在实施教学评价时，既要关注学生在某一阶段学习结束后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也要关注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思想变化、问题解决能力和学习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教师要认真研读《普通高中地

理课程标准》，正确理解和落实课标要求，突破传统教学评价过于侧重选拔的弊端，更多关注教学评价

在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作用。 
教师要正确把握课程思政内涵，进行评价时，注意评价方式要多样化。依据不同的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地使用个体内差异评价法、外部评价、内部评价、诊断性评价、形成性

评价、总结性评价等评价方式，形成便于教师操作的教学评价标准，以便帮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

扩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等等。比如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与学生进行交流

和观察学生的言行等方式对学生的具体某一方面进行评价，教学评价的使用要具有针对性。课程思政

的教学评价不再是仅仅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低，还要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过程的地理核心素养发展

的状况。 

5. 结语 

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对实现立德树人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提高地理课

程教学的思想性。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对地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地理教

学活动中，将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有助于实现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巧妙地渗透

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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