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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思维课堂的教学策略与实践探索——以“一片叶

子搭建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为例
史雪娇

中山市东区中学，广东中山，528400；

摘要：随着高中地理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已经成为高中地理课程的核心理念。本文以

习主席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安吉县为例，通过分析安吉县如何利用优势条件选择种植安吉白茶以及发展茶叶相关产

业，进而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探究因地制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通过创设情景，问题引领的方式，

通过构建地理思维课堂，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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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已成为地理核心素养的

重要方面。地理思维不仅关乎学生个体在地理学科中的

认知能力提升，更与他们对复杂地理现象的理解、分析

能力紧密相连。而思维课堂的构建，可以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引领，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望，从而引导其主动思考并积极参与地理学习活动。因

此，深入探讨思维课堂的构建策略与实践路径，对于培

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1 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思维课堂

思维课堂，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和核心

素养。在这种课堂中，教师不单要关注学生的地理基础

知识积累，更加要注重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地理基础知

识，加强对地理环境及地理现象的认知。正所谓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教师需课前设计一系列具有探究性和启发性的问

题，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学生学会运用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人地协调

观等地理核心素养，逐渐构建起地理知识的框架，学会

如何运用地理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思维课堂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学生通过小

组合作、讨论、探究等方式，深入挖掘地理现象及问题

背后的原因、规律和措施。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地理基础

知识，也学会如何从地理的视角分析问题，运用地理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有效地落实地理核心素养。

2 课程标准引领下的思维方向

教学目标是思维课堂实施的方向，贯彻教学活动的

始终。本节课设计立足于课程标准，结合实例，从地理

环境整体性和区域关联角度，说明因地制宜对于区域发

展的重要意义。

根据课标要求，本节课选取习主席两山理念的诞生

地安吉县作为案例，利用视频，文字，图片等教学资源，

创设情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探究因地制宜对区域

协调发展的意义。

3 思维课堂的实践与探索

3.1 课程设计思路

思维课堂的核心是思维，通过设计问题，创设情景，

使得学生的思维得到提升，本节课的思维设计框架如下：

3.2 思维课堂实施要点

3.2.1巧设情境：兴趣或热点引领，吸引学生沉浸其中

情景创设是思维课堂的引人入胜的开端。通过学生

感兴趣的素材或紧扣时代脉搏的热点话题，可迅速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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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沉浸于课堂内容之

中。这样的情景不仅活跃了课堂氛围，还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轻松愉快的思考和学习环境，为后续的教学内容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3.2.2巧设问题：立足学生已有知识，激发探究兴趣

问题的设计是思维课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

是核心是灵魂。设计问题时，要基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知

识和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巧妙且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学生们通过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

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新的知识框架，并且学会运

用所学的知识思考问题，培养他们自主探究的能力。

3.2.3 问题关联：问问递进，构建思维上升阶梯

在思维课堂中，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是构建思维

课堂的重要桥梁。设计问题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形

成一个思维的阶梯，这些问题的设计既能够引导学生回

顾以前所学的知识，又能够为他们提供新的挑战和思维

进阶的空间，促使他们在思考探索中不断成长。这种梯

度式的问题设计可以促使他们在今后思考问题时更加

深入和全面。

3.2.4问题陷阱：针对易错混淆点，巧设陷阱强化记忆

地理中有很多易错和易混的知识点，比如：冷锋和

冷气团等。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

加强对知识点的区分，我们可以在课堂中巧妙地设置

“问题陷阱”。利用陷阱针对学生容易出错或混淆的知

识点，通过巧妙的设问，使学生在“掉入陷阱”后，在

“哦~原来如此”的一片惊讶声中深刻反思并纠正自己

的错误。这样的问题设置不仅使课堂充满了趣味性，对

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3.2.5课程升华：培养高阶思维，厚植家国情怀

课程升华是一节思维课堂的高潮。在这一环节中，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已掌握的知识进行更深层次的理

解和应用的思考。通过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

小组讨论或开展辩论等活动，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这一环节中，也可

以让学生更加理解我们国家实施如“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等政策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品质及家

国情怀。

3.2.6课程总结：运用工具，构建思维导图

课程总结是一节课堂的结尾，思维课堂也如此。这

是提炼课堂主要内容和巩固知识点的重要环节。在这个

环节中，我们可以运用思维可视化工具（如思维导图等），

帮助学生构建整节课的知识网络。通过回顾知识点以及

梳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掌握课堂

的重点和难点，从而形成更加完整和系统的知识结构。

3.3 思维课堂实践过程

3.3.1创设情景——走进安吉，探寻白茶安居之因

一边品茶，一边观看“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引

出安吉白茶。通过视觉和味觉的刺激，将学生带入情境，

进而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安吉白茶如此出名？安吉种植

白茶有什么优势条件？通过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学生自

主分析思考，促进学生思维的发生。

3.3.2问题引领——深入安吉，揭秘白茶富民之道

安吉白茶是如何让安吉人民增收的呢？学生通过

视频及文字寻找答案。学生们通过视频和文字资料的查

找，归纳得出结论。再进一步引导学生将措施归类，可

以得出：安吉白茶之所以能够带动安吉人民增收，关键

在于安吉县成功实现了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加

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还促进了农村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背

后体现的是对地方资源的深度挖掘、产业链的延伸与拓

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这种问题引导

过程能够锻炼学生的综合思维，使他们学会从多个角度

审视问题。

3.3.3问题关联——安吉赠白茶于青川，析其自然之由

根据给出的材料信息，学生分析安吉选定四川青川

县赠送白茶的自然原因。通过分析这一过程，学生可以

迁移已经学习的地理知识，提升对比分析和综合运用知

识的能力。

3.3.4课程升华——欲扩茶园促经济，此议是否当赞

同？

在探讨安吉选定四川青川县赠送白茶的自然原因

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讨论升华至一个更高的层面：

如果提议扩大茶园以促进当地经济，这是否是一个值得

赞同的决策？学生通过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过程

可以多维度的思考，能够极大地锻炼学生的综合思维能

力。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考虑各种因素的

正面影响，还需要深入探究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挑

战。这种对问题进行全面、客观评估的思维方式能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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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3.3.5课程总结——运用思维导图，构建思维链

课程最后通过精心设计的思维导图板书，将安吉县

的自然特征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逻

辑思维链。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地理知

识，还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人地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安吉县作为实际案例，生动展现了如何将习主席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付诸实践。通过这样的

思维梳理，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更培养了

他们的家国情怀。

4 总结与反思

高中学生地理思维提升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

这一过程要求学生持续投入，更需教师在每节课上用心

设计和引导，将思维培养作为核心任务。思维课堂在此

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空间

想象和综合分析能力，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探究和解决

问题。思维培养落实在每一节课中也至关重要，地理学

科知识点繁多，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教学策略和方法，注

重学生思维的引导和培养，才能推动学生思维成长，提

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2]曲培波,慕金娜.创设高中地理思维课堂，全面提升

地理核心素养[J].基础教育论坛,2022,(03):49.

[3]陈晓君.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地理学科关键能力培

养策略[J].高考,2023,(27):63-65.

作者简介：史雪娇(1989.01），女，汉族，大学本科，

中山市东区中学，研究方向为地理教育教学。


	高中地理思维课堂的教学策略与实践探索——以“一片叶子搭建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为例史雪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