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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内涵及价值
乡土地理课程资源，是指乡土地理素材中

能够为教学所用的资源，是存在于学生生活体
验、人文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中有利于开展教学、
实现教育目的的所有要素集合体。高中学生应
当是家乡变化的亲历者、感受者和记录者，他们
生于此、长于此，一呼一吸、一饭一蔬都与家乡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用乡土地理进行实际教学，将课堂置于
现实社会情境中，帮助学生在分析中训练综合
思维，在探究中建立区域认知，在研学中锤炼地
理实践力，在熏陶中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有
助于学生身心发展，具体如下图。

高中地理教学中
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研究

宁波市四明中学 胡迪

随着地理新课改进入克难攻坚的深水区，与其关系密切的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在地理新课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本文以宁波这座城市为载体，切入研究当地乡土地理课程资源融入地理教学
实际的主要路径，阐述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在未来发展的愿景，希望有助于乡土地理教学更好地开展。

二、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路径初探
在高中地理新课程改革指导下，教育面临新

的机遇和挑战，更加追求深度教学、有效学习。为
实现该目标，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唤起学生学
习兴趣，增加知识有效渗透，将定点课堂与行走
课堂有机结合，真正意义上提升教学水平。

在教学中将乡土地理课程资源融入实际教
学，有助于催化陌生的知识结构融入熟悉的生
活情境，融化有形的师生群体于无形的情境教
学中，做到问题情境化、情境社会化、社会能力
化、能力问题化等“四化合一”，真正推动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指导，结合自身的
教学实习经历，现阐述四种将乡土地理课程资
源融入高中地理教学之中的路径方法：

（一）开发课程资源，深化学生区域认知

目前，高中实际教学中仍侧重于知识的灌
输和解题技能的训练，忽略学生对于地理空间
认知的培育，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是干瘪的，
对知识的迁移更是无能为力。因此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存
在于学生生活体验、学校空间、社会环境中有利
于开展教学的所有地理现象或地理事物，并且
将其作为一种课程资源进行开发整理，引导学
生关注自己生活的乡土空间，分析地理事物和
地理现象，掌握地理客观规律，最终认识区域特
征，形成区域心灵地图。

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整合开发就是建立理
论知识和现实生活之间关联的过程，是地理知
识在区域中的集中体现，笔者尝试提出开发课
程资源体系的路径，具体如下图：

（二）巧用案例教学，引导学生综合思维

一方水土中，不仅有气候、水文、土壤、地形等
自然要素相互联系，还有交通、能源、市场、政策等
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同时，这两大类要素之间时时
刻刻处于相互影响状态。因此，对于每一类地理事
象的辨析理解，综合思维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教师若是能在教学中结合学生
所熟知的生活事例进行情境创设、分析讲解，可
以拉近学生主体、课本知识与生活现象三者之
间的距离，引导学生去认识并欣赏我们生活的
世界，能够多角度探究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背
后的奥秘，让学生在合作探究中逐步训练综合
思维能力。笔者根据课堂教学的研究，将乡土地
理案例教学主要分为三种途径，具体如下图：

（三）组织地理研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新时期教育活动根本宗旨在于践行素质
教育，培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公民。在实践性教
育思想指导下，课程目标从原来的“两基目
标”改为更加科学立体的“三维目标”，地理
实践能力也成为地理核心素养之一。

如何将地理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2016
年，教育部提出《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意见》。意见中指出，中小学要建立一批研
学基地，将研学旅行纳入教学规划之中，意在
帮助学生在探究活动中锤炼地理素养。具体
而言，研学旅行是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集
体旅行、集中食宿的校外研究性教学活动，是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改
革走向立体发展的重要途径［1］。

但是学校、家长、教师和学生对于地理研
学旅行褒贬不一，主要分歧在于安全问题和
费用问题。笔者结合教师访谈内容和相关研
学实践活动的参观经历，认为将乡土地理与
地理研学结合，改造设计成短线旅行，并且把
实践地理安排在学校周边场所（如宁波市博
物馆、天宫庄园、南部商务城、东部新城等区
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安全性和经济性
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加高效集约地帮助学生
推近及远，以小见大，消化吸收理论知识，锻
炼社会实践能力。

（四）开展地理研究，培育人地协调观

地理学科的教育价值在于追求人与自然
之间和谐共处，探究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人类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没有尊重自然客观
规律，妄想征服自然而导致人地关系恶化的
问题屡见不鲜。生存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权
利，而只有树立正确人地观念，贯彻可持续发
展理念，人类才可以与自然和谐共存。由此可
见，地理教学根本目标之一在于培养学生形
成“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

地理教学方式多种多样，除了传统定点
课堂教学和新型的行走课堂研学，地理知识
和地理技能的习得还可以依靠地理研究性学
习等延伸课堂。在地理小课题研究教学中渗
透乡土元素，联系地理课程标准中相关活动
建议，引导学生合作探究。通过研究性学习，
可以帮助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地理解
教材、掌握技能、应用知识，全身心投入知识
的建构过程，从而有效推动高阶思维的形成
与发展，并且在实际研究和理论知识的碰撞
过程中更好地体会可持续发展观念，树立正
确的人地协调观。

综上所述，乡土地理知识安排地理课程
从乡土志开始，从知识的本源开始，让地理学
习更加接地气，这些生动鲜活的生活知识不
仅让学生学习了地理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
是使学生掌握地理学习的思想和方法，使之
成为学生继续学习、终身发展之“羽翼”，帮
助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未来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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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解《城市化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一节内
容时，以宁波的历史故事（从
三江口到三江六岸发展）作
为导入，帮助学生掌握宁波
城市化发展的最新趋势，培
养学生建设城市的兴趣

例如在讲解“城市化对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时，以
2019 年夏季“菲特”台风袭击
宁波城为案例，联系水循环
的相关内容，分析城市化对
于宁波的水文特征的影响。

例如在学习《城市化对地
理环境的影响》一节之后，通
过小组合作，对自己生活小区

“三废问题”的调查研究，正确
理解城市化对于地理环境的
影响，客观分析城市环境问
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教学示例乡土地理案例
教学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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