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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中地理情境教学研究——以

“菠萝的海，香飘九州”为例
郭慧琳

聊城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是实现立德树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新版地理课程标准中，提出要

让地理教学内容情境化，从而更好地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那么如何创设有益情境成为教学任务中的重点。本

文以“菠萝的海，香飘九州”一课为例，以学生家乡特产徐闻菠萝为例创设情境进行教学设计，有利于学生在课

堂上融入情境思考问题，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求知欲，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更好地落实地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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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情境教学是指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等现

代化教学工具，以教学目标为导向，结合具体生活实例

创设多样化情境的教学方法。真实情境是培养地理核心

素养的重要载体之一，通过创设真实情境，让学生有身

临其境之感，更有助于学生融入情境思考问题，激发学

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热情，持续地发掘地理之美，最后

可以把所学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学会对生活有用

的地理
[1]
。由此，情境教学顺应了新一轮中学地理新课

改的潮流与需要，是一种与目前中学地理人才培养目标

相适应的良好选择。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人民网报道

《“菠萝的海”迎丰收》中的徐闻菠萝为具体案例，以

“菠萝的海，香飘九州”一课为例，在“‘探’徐闻菠

萝生长之奥秘、‘顾’徐闻菠萝发展之艰辛、‘赞’徐

闻菠萝繁荣之关键、‘望’徐闻菠萝兴旺之未来”四个

环节中加以设计，以期为培养高中生地理核心素养提供

参考。

1 案例设计

1.1 课标要求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 年修订）》

中相关内容的要求为：“结合实例，了解影响农业的区

位因素”
[2]
。课标重点强调以真实案例为学习方法，在

说明“农业区位因素”时要以学生认知情境入手，借助

具体的案例将抽象的地理知识形象化，在案例分析过程

中掌握农业的区位因素，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

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树立人地协调观和

可持续发展观念，从而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

1.2 教材分析

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农业的区位选择”一节以

实例说明和案例分析两个方面来阐述了农业的区位因

素，教材中运用了多个例子分别解释各区位因素的含义，

内容多且零散，涉及知识面较广，对于高一学生来说理

解难度较大，可能会影响教学效果。本节内容是高考考

查知识的重中之重，新地理课标指出要学习对学生的生

活有用的地理，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尽可能地联系实际，

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的地理，感受地理之美。因此，本

文以学生家乡的特产徐闻菠萝这一个案例来创设情境，

以“一镜到底”的方式将所有知识串联起来，课程内容

更加流畅，有助于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熟悉的

情境也更有利于学生沉浸其中深入思考，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

1.3 教学目标

1.区域认知：掌握徐闻县菠萝种植区位因素，指导

学生学会迁移应用，分析其他农业生产活动的区位因素
[3]
。

2.综合思维：能够提取关键信息，综合分析影响某

区域农业发展的区位因素，并说明各因素怎样影响农业

的区位选择。

3.人地协调观：深刻理解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树立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观念，并培养学

生对家乡的自豪感，增强对家乡的热爱。

4.地理实践力：结合有关资料了解本地其他农作物

种类，并分析影响该地区其他农业生产的区位。

1.4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在课前提前布置任务：请同学们在课

前利用教材、网络平台等资源，了解徐闻菠萝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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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并提前预习课本，掌握相关概念，对课本内容

有初步的了解。

【新课导入】：多媒体播放视频《这里是湛江徐闻，

菠萝之乡》。

师：看完视频，请你说说你对咱们家乡徐闻菠萝的

印象。

【设计意图】以学生家乡的特产徐闻菠萝作为情境

载体，让学生犹如身临其境，增强体验感，让学生带着

兴趣和好奇心进入课堂，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

与积极性，有利于提升学习效率
[4]
。

【承转】徐闻县作为菠萝之乡而闻名世界，请同学

们思考为什么徐闻县能实现“菠萝的海，香飘九州”？

1.4.1“探”徐闻菠萝生长之奥秘

材料一：菠萝的生长习性：因其根系较浅，故要求

土壤疏松，排水良好；砂质或山地红壤性土壤， pH在

5~5.5 之间较好；喜温，年平均温度在 24~27℃之间最

适合生长；虽然有抗旱能力，但仍然需要一定的湿度，

年降水量在 1200mm-1500mm左右为宜；该品种对光有一

定的需求，缺光会导致果实生长缓慢，品质差。

材料二：徐闻县地处广东省湛江市，是一个典型的

热带季风气候区，拥有充沛的日照，年均气温 23.3℃，

利于菠萝坐果。徐闻县降水充沛，满足徐闻菠萝生长所

需。地表水系多，径流丰富；徐闻县平均海拔在 100 到

150 米之间，整体起伏较和缓，为平原地形。全县土地

总面积 1979.6 平方公里，其中农垦用地 371.4 平方公

里，是一块十分富饶的沃土。

【学生活动】请同学们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从气

候、地形、土壤、水源四个方面以图表的形式对比分析

徐闻县的自然条件与菠萝生长习性的适配度，并判定该

地是否适宜菠萝生长。

【教师总结】从图表对比中可以发现（表略），徐

闻县优越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菠萝，因此能成为

“菠萝的海”。

【设计意图】在创设的乡土情境中用贴近学生生活

的案例来讲解课本上抽象的知识，有助于学生对抽象知

识的理解。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信息提炼

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也让学生认识到农业生产和区域

的自然条件息息相关，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能力和人地

协调观
[4]
。

【承转】徐闻县优越的自然条件让该地成为“菠萝

的海”，但想要“香飘九州”，还需要徐闻菠萝“走出

去”。请同学们结合课前预习的知识和材料三、四思考，

推动徐闻菠萝走向全国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哪些？

材料三：徐闻县位于广东省湛江市，水陆空交通十

分便捷，地理位置优越。广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第一大

省，截至 2023 年末，常住人口 12706 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49 万人， 连续 18年蝉联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材料四：1926 年，徐闻人民首次由海外带来菠萝种

苗进行栽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徐闻县已成为中国菠

萝栽培和种植大县，国内每三颗菠萝中就有一颗产自徐

闻。徐闻菠萝以其果肉甘甜而广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已成为当地农民劳动致富的重要经济支柱。

【学生活动】结合材料三、四及课前所预习知识，

总结推动徐闻菠萝走向全国的社会经济因素。

【教师总结】推动徐闻县菠萝走向全国的社会经济

因素包括市场、交通、劳动力、政策、技术、种植经验

等。

【承转】徐闻菠萝有优越的生长条件和销售条件，

但徐闻县菠萝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过

很多阻碍。

1.4.2“顾”徐闻菠萝发展之艰辛

材料五：如今徐闻县依靠菠萝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

但在前几年，徐闻菠萝也曾大量滞销。2018 年，徐闻菠

萝因受气候影响，再加上种植的种类比较简单，延迟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开始集中上市，再加上“黑心病”等

品质问题，导致价格降到 2分钱一斤也没人要，很多菠

萝都烂在地里。

【学生小组讨论】结合材料五和课前预习知识，小

组讨论后由各小组代表总结徐闻菠萝产业发展遇到的

问题。

【教师总结】品种单一导致菠萝扎堆上市，市场流

通渠道不畅导致菠萝滞销，黑心病影响菠萝质量等。

【设计意图】本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小组合作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

在情境中点出徐闻县菠萝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深入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

维能力，更好地落实地理核心素养，也能推进课程节奏

的进一步发展。

【承转】徐闻菠萝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徐闻县

政府是如何化险为夷，实现徐闻县菠萝产业的涅槃重生

的呢？

1.4.3“赞”徐闻菠萝繁荣之关键

材料六：2018 年，菠萝遭遇了 20年来最大的一次

滞销，价格一路下跌。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媒体加强

了对徐闻菠萝的宣传和报导，并积极与电商合作，为果

农解决积压的菠萝滞销问题。通过大力建设产业园与科

研院所进行合作，建立了菠萝的种苗繁殖基地，研制出

了菠萝鲜果冷链、检测和种植、催花、收获和分选技术。

同时，研制了数字化菠萝大田种植信息平台和监测平台，

重点推广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等技术。

材料七：2019 年，广东省政府部门对徐闻特色农产

品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率先在全省试行“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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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营销模式，即建立 1个农产品大数据、组建

销区采购商及培养产区经纪人 2支队伍、拓展产区及销

区 2个市场、举办“引进来”和“走出去”2场活动，

助力实现销量提升等一揽子目标。

【学生小组讨论】结合材料六、七，以小组为单位

探讨概括徐闻菠萝产业重新繁荣的关键措施，讨论结束

后由小组代表汇报。

【教师总结】徐闻县菠萝产业繁荣发展主要得益于

①政府政策支持；②技术的支持，如网络信息加强宣传，

拓宽销售渠道；培育良种；运用科技采用先进管理方法；

采用先进种植和灌溉技术等。

【设计意图】本环节主要围绕相关部门如何化解徐

闻菠萝产业发展的发展危机进行设计，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攻克思维难点，锻炼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也让学生真切感受到，相关部门

急农民之所急，为人民办实事，联合科研院所团结一心，

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共同促进当地菠萝产业的发展，增

强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3]
。

【承转】得益于以上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

徐闻县依靠菠萝种植产业帮助当地人民劳动致富，为防

止返贫工作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措施。但市场发

展情况瞬息万变，且自然因素变化非常大，如何改变“靠

天吃饭”的现状，实现当地菠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4.4“望”徐闻菠萝兴旺之未来

材料八：湛江农垦创建了“跨县”菠萝产业集群产

业园，着力打造一个集科研、种植、加工、储藏、物流

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促进菠萝产业朝着产业链的上下游、

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相关负责人表示：“徐闻菠萝已

经打出了自己的品牌，那就要让全国甚至世界都知道，

徐闻菠萝的品质也是非常优秀的，反过来又倒逼了菠萝

种植品质的提升。”

与此同时，广东各地也相继推出了新鲜切片菠萝品

鉴会和社区嘉年华等创意特色活动，将创意市集、露营、

音乐会等时尚元素融入到新的消费场景中，使新鲜切片

菠萝成为年轻一代的“新宠”。

【小组内角色扮演】假如你是徐闻县菠萝产业发展

的负责人，结合材料八，说说你将怎样促进徐闻县菠萝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徐闻菠萝久久飘香？

【教师总结】本题为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

仅提供参考答案：延长产业链，发展菠萝深加工；打造

品牌，树立品牌形象，提升知名度；创办菠萝文化特色

活动，发展菠萝文化旅游业，菠萝文创产品等。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以徐闻菠萝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为主线来进行教学设计，目的在于通过对地方菠萝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探索，指导同学们对各地农业的

发展方式进行思考，为实现乡村振兴出谋划策，培养学

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地理实践力；同时让同学们意识到，

区域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树立起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充分发挥了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培

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
[5]
。

2 总结与反思

本文以徐闻菠萝为主线将零散的知识串联起来，将

抽象的地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拉近教学与

生活的距离。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和应用，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

能力和知识的迁移应用能力，也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人类

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培养地理实践力，树立人地协

调观。其次，贴近学生生活的家乡案例有利于培养学生

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4]
。

但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采取的措

施中“数字化菠萝大田种植信息平台和监测平台”等信

息无基础铺垫，部分同学对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不足，可

能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影响学习效果。教师课后

应结合学生的课堂反馈和学习效果进行反思、改进。

总之，本节课针对“农业的区位选择”这一节内容，

将情景教学与地理核心素养有机结合，从不同角度加强

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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