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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双新”的教育背景，地理教师的工作目标不仅

仅要教授地理学科知识，更要以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为本。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提出了地

理课程要培育的的核心素养，其中包括人地协调观、综合

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而地理课程贴近生活，关

注自然和社会，对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家国情怀和实践能

力等具有重要价值。基于这样的背景和学科特点，以“台

湾省”一课为例，探索地理课堂的核心素养的培养。 

本节课选自上海教育出版社七年级第一学期中国区

域篇（上）把握特征 学习区域中的第二节“台湾省”，“台湾省”一课主要是理解台湾的自然地理

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认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基于学生对区域地理

学习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节课以引导启发为主，希望学生能在现实问题和具体情境中探究学习，

培养在问题分析与质疑、信息提取与处理上的能力。 

一、情境入手，从生活中来 

通过创设新奇、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让学生进入课堂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情

境的创设优选与学生生活贴近的地理素材，使学生能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地理的影子。 

在“台湾省”这一课中，台湾被誉为“水果之乡”，盛产热带亚热带水果，所以以台湾特产凤

梨作为切入点，以“凤梨”与菠萝之间是否有区别设问，结合生物学科给出二者不同点与相同点，

以这样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疑问，引发学生的好奇，继而结合本节课的重点台湾的自然条件，设计

情境问题，对台湾凤梨生长条件进行进一步探究，为后续的新知学习作铺垫，同时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引发对问题的思考，初步培养解决生活中的地理问题的能力。 

二、合作学习，升思维能力 

新课程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可以激

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在小组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学生可以互相

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学习效果。 

在地理学科上，自然地理景观能反映地理各要素之间对地球表面的影响。所以台湾省的一些

著名景点，也能反映出台湾省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围绕这一特点，开展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结

合给出的相关图片与材料，发挥集体智慧提取对应的台湾自然地理特征的信息，并在小组之间进

行分享评价。在小组讨论及分享过程中，把课堂的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看一看、想一想、说一

说，同时培养学生综合认识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的思维能力。 

鉴于学生对提取地理信息可能无从下手，我以其中一个景点作为示例，帮助启发学生提取信



息的方法。但在实际课堂中，学生还是会遇到无话可说、紧张等问题，所以在今后的地理教学中，

需要更加渗透培养学生看待地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把任务交给学生去探究，提高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 

三、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 

通过知识运用，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在知识运用的过

程中，既有助于巩固所学知识，又是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综合思维的一种方式。 

在本节课中，回到课初情景导入的设问“台湾对种植‘凤梨’的有利自然条件？”，用小组合

作学习得出的台湾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来解决问题，将所学知识能够进行运用，理解农业发展要因

地制宜。并通过后续角色扮演，假设学生是台湾的农业发展负责人，根据地图等信息，选择台湾

可以发展的农业类型。 

通过情境设问、角色扮演，使学生能将所学进行运用，进一步理解多种地理要素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由此引导学生能够去解决生活中发现的地理问题。 

而在实际课堂中，学生可能只关注本课时的知识点，而忽略其对人地关系等的影响或生活中

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还是要尽量做到问题从现实中来，以地理知识为桥梁，最终回到现实

中去。 

四、空间感悟，增家国情怀 

地理课堂上的德育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地理课，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环境保护、可持

续发展、爱国主义等情感或观念。七年级地理学习以中国地理为主线，了解中国地理概况及一些

区域的地理，其中包括“台湾省”，而“台湾省在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家国情怀中，具有着重

要的意义。 

在本节课中，课程伊始就强调台湾省的组成，建立学生区域的空间观念，增进学生对国家领

土的认识，中国是一点都不能少的。一直到课程最后，从地理的视角，选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

陆架从未分离过的示意图，来看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学生的视野的同时，又能进一步加深

学生对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信念。抓住台湾地理特征学习的主线，爱国主义教育为辅，

滋养学生人文情怀，坚定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信念。 

地理课程会有很多涉及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等知识点，这部分内容庞大复杂但十分重要，所

以在实际课堂中，我需要和对应课时内容进行有机地融合，从地理学科的特点上寻找切入点或利

用更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做到课堂有趣而不乏味。 

总之，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作为教师的我还需不断探索，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本，

依托现实问题和情境设计，及时调整、组织和实施教学，让地理课堂成为培育地理课程核心素养

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