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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地理概念教学都是地理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往的研

究多关注地理概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教地理概念，很少去研究应该教哪些

地理概念，地理概念应该教什么等。笔者试图对中学地理概念体系进行梳理，并结

合案例从 “地理学的基本问题” “地理学科本质、思想与方法” “地理概念体系构

建”等角度对中学地理概念教学进行重新思考。

　　关键词：学科视域；中学地理概念；概念体系；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３．５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１８６（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３－０６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２０１４０４１８０３１ＦＧ）“学科视角下吉林省县域高中地理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东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基金重点项目 （ＤＳＪＳＪＹ２０００９０１０２）“基于学科思想方法的学科教学原理体系构建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作者简介：王向东，１９７６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地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地理概念是理解地理学的细胞和支架，是认

知地理环境的窗口和根基，更是学生地理素养的

核心组成部分。中学阶段，地理概念是中学地理

课程的核心内容与线索，是学生学习的重点。同

时，因为地理概念众多、层次叠加，加之抽象难

懂，也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因此，地理概念教

学一直都是地理教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一、中学地理概念教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地理概念教学研究的回顾

本文经 过 对 近 年 来 公 开 发 表 在 《课 程·教

材·教法》等 杂 志 上 有 关 地 理 概 念 教 学 的 文 章

（１８篇）的比较分析，初步梳理了地理概念教学

的研究重点及脉络。

１．侧重地理概念 “如何教”的研讨与实践

夏志芳、关景龙、杜持虹等强调地理概念教

学中应设法引导学生认识内涵属性，注重内涵与

外延之间的联系、梳理形成地理概念体系，区分

地理概念。江晔从结合学生日常生活、针对学生

认知差异、运用概念图、创设问题解决途径、联

系科学方法等方面对 “基于问题的地理概念教学

对策”进行了论述。蒋亚琴、孙 海 平、李 元 青、
鲍国达、杨建标等从认知心理学、逻辑推理的角

度对地理概念的认知情境、认知过程等进行了研

究。陈实总结了地理概念的教学方法，包括：关

键词法、图示法、比较法、例规—规例法。江静

华、侯立欣等从概念地图、图式思维等角度对地

理概念的教学策略进行了研究。

２．侧重地理 概 念 教 学 中 存 在 问 题 的 梳 理 与

归纳

李晓军指出了地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重现

象轻本质、重结论轻过程、重应用轻思维。江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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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了地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忽视地理概念教

学的重要性、忽视学生的地理 “前概念”、忽视

学生的学习过程、忽视地理概念教学与学生生活

的联系、忽视学生的认知能力差异。

３．侧重地理概念价值与作用的分析

本文参阅的多篇文章均涉及对地理概念学习

价值和学科价值的整体分析，或对某一地理概念

学科价值和认知价值的具体分析。
（二）地理概念教学研究的评析

本文尝试梳理了地理概念教学中应该研究或

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并对其进行具体描述，以

此为基准结合前述地理概念教学研究回顾，进行

研究现状评析 （表１）。
表１　地理概念教学研究评价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的具体描述
研究现

状评价

教什么

哪些地理概 念 应 该 在 中 学 阶 段 学 习？ 它 们 之 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

对于某一具体概念而言，应该教哪些内容？ √

为什么教
地理概念在学科体系中的价值和作用。 □

地理概念对学生学习的价值和作用。 □

怎么教

地理概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

地理概念教学的方法和手段。 □

地理概念教学的策略。 □

教到什么

程度

某一地理概念的教学目标。 □

通过某一地理概念认识地理学科本质。 ×

如何评价

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地理概念？ □

是否可以联系和区分相近的地理概念？ □

是否可以通过 一 个 或 一 组 地 理 概 念 更 好 地 认 识

到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
×

说明：图中√代表 “较为系统的研究”；□代表 “有

涉及但较为零散的研究”；×代表 “还没有此方面研究”。

通过表１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地

理概念 教 学 中 存 在 的 问 题、地 理 概 念 教 学 的 方

法、策略和案例分析。应该说，上述问题的研究

较为系 统，但 依 然 有 一 些 问 题 值 得 继 续 深 入 研

究，如某一地理概念的学科价值认识、地理概念

教学中存在问题数据的来源与途径、地理概念中

学习 （学生）认知和学科认知之间的关系等。其

中，对于学习认知和学科认知两者关系的探讨尤

为迫切。地理概念教学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认知这

个地理概念？还是要通过认知这个地理概念去认

识地理科学的本质内涵？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其答案也简单，学习认知和学科认知两者的实然

关系为相辅相成、共同进退。但当前研究趋势是

过于强 调 学 习 认 知 而 忽 视 学 科 认 知，许 多 课 堂

上，地理概念教学的形式大于内容。“不想当将

军的士兵不是好士 兵”，同 理 “没 有 更 高 目 标 追

求的地理概念课堂也不会是一个好的课堂”，地

理概念教学的终极目标应是通过地理概念教学认

识地理知识的本质内涵，进而更好地认知地理科

学和地理环境。因此，加强地理概念教学的学科

认知研究迫在眉睫。
此外，哪些地理概念应该教、这些概念之间

是什么关系、如何教才能体现地理学科的本质内

涵等问题仍未见系统研究。本文以中学地理概念

体系梳理、地理概念教学的学科认知为研究问题

和线索进行探讨。

二、探索与尝试：中学地理概念体系的梳理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用地理知识体系

取代地理概念体系，这是地理概念泛化的表现，
的确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地理学研究历

史与进展、国际地理教育研究、我国国家地理课

程标准为依据，尝试梳理哪些地理概念应该教，
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从地理学的视角寻求哪些地理概念应该教

《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 维 与 方 法》一

书中详细阐释了地理学思想和地理学思维以及相

关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其中，地理概念包括空间

（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材料、自然地理学为空间腾

出地盘）、时间 （环境系统的变化与稳定性、从

霸权的变化到日常 生 活）、地 方 （相 互 依 存 世 界

中的联系与界限、可持续自然环境的管理）、尺

度 （自然地理学中的尺度放大与缩小、本土性与

全球性）、社会结构 （对社会、身份、权 力 和 对

抗的思考）、自然系统 （环境系统与循环）、景观

与环境 （生物物理过程、生物物理形态；自然资

源与社会发展；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１］

（二）从国际地理教育研究的视角寻求哪些

地理概念应该教

《地理教育国际宪章 （１９９２）》中规定了中学

地理教学的基本概念，包括：位置和分布、地方、
人与环境的关系、空间的相互作用、区域。［２］美国

国家地理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地理学会 （１９８４）确

立了地理 学 的 五 大 主 题：位 置、地 方、相 互 作

用、物质流通、区域。［３］ 《美 国 国 家 地 理 课 程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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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１９９４）》中指出地理课程的核心内 容 是：从

空间观察世界、地方与区域、自然系统、人文系

统、环境与社会、地理的 应 用。［４］ 《英 国 国 家 地

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３）》中指出地理课程的核心内

容是：位置知识、地方知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

理、地理技术与地理考察。［５］

（三）从我国地理课程标准的视角寻求哪些

地理概念应该教

《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
中强调的地理概念或地理课程内容是：区域、尺

度、位置 与 分 布、联 系 与 差 异、环 境 与 发 展 等。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实验稿）》中强调的地

理概念或地理课程内容是：自然地理、人文地理、
区域可持续发展、自然灾害、城乡规划等。

（四）中学地理概念教学中的核心概念及其梳理

通过前述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或思考。
第一，核心概念相对集中，包括空间、时间、

地方、尺度、社会结构、自然系统、景观与环境、
位置和分布、人与环境的关系、空间的相互作用、
区域、物质流通、地理的应用、环境与社会、地

理技术与地理考察、区域可持续发展。其中，出

现频度最 高 的 地 理 概 念 是：空 间、地 方 与 区 域、
位置和分布、自然系统、人文系统、相互作用。

第二，上述地理概念存在着一定的互容或交

叉关系，如自然系统、自然地 理、景 观 与 环 境；
人文系统、人文地理、社会结构；人与环境的关

系、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
第三，有一些概念具有包含的关系，如相互

作用、空间的相互作用、空间。
第四，一些概念属于地理科学研究中的核心

概念，但未 必 是 当 前 中 学 地 理 教 学 中 的 核 心 概

念，如社会结构、物质流通。
第五，一些概念与地理学研究方法或应用领

域相关，属于中学地理教学的核心内容，但非地

理教学的核心概念，如地理技术与地理考察、地

理的应用。
对上述概念进行筛选和整合，本文确定 “空

间、地方与区域、尺度、位置和分布、自然系统、
人文系统、人地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时间”
八个概念为中学地理教学的一级概念，并以自然系

统为例进行地理概念等级和体系说明 （见图１）。
以自然 系 统 为 例，确 定 “地 形 与 地 貌、水

文、景观 （生物）、天 气 与 气 候、土 壤、自 然 灾

害、自然资源、宇宙与地球”九个概念为中学地

理教学的二级概念。
以天气与气候为例，确定 “大 气 热 力 状 况、

大气运动、气候类型、全球气候变化”四个概念

为中学地理教学的三级概念。
以大气运动为例，确定 “热力环流、风、大

气环流、单圈环流、三圈环流、天气系统”六个

概念为中学地理教学的四级概念。

图１　中学地理概念体系 （四级概念）梳理示例

说明：１．图中 代表一级概念； 代表二级概念；

代表三级概念； 代表四级概念。２．各 个 概 念 均 会

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周逐级延 伸，用→来 表 示。３．同一圆

圈上的概念是同一等级，彼此相互联系。４．同一概念可能

隶属于不同概念体系之中。５．圆圈大小反映地理概念等

级的高低。但为了更清 楚 地 表 达 概 念 体 系 的 网 络，示 例

部分圆圈比例都有意扩大。

三、启发与应用：学科视域下中学地理概念

教学的 “原点”思考

笔者认为，地理概念教学应把握从 “微观→宏

观”、从 “孤 立→联 系”、从 “抽 象→具 体”、从

“书本→生活”的基本原则，应在构建宏观地理概

念群组的基础上，理解地理概念的本质及地理概念

间的关联，运用地理概念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围绕地理概念教学的策略

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固然重

要且必要。但实际上，教学策略只是帮助学生进

行地理概念认知的 “外 推 力”，而 地 理 概 念 的 学

科联系和学科本质才是学生进行地理概念认知的
·５９·



“内助力”和 “源动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

过教学情境的创设和教学策略的选择帮助学生主

动建构地理概念，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述策

略的学习，要保证学 生 认 知 到 的 是 “原 汁 原 味”
“生机盎然”的地理概念。

（一）体现地理 学 的 基 本 问 题———把 握 地 理

概念教学的视角

１９９２年颁 布 的 《地 理 教 育 国 际 宪 章》中 提

出了地理学的六个基本问题，即它在哪里？它是

什么样子的？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它为什么在

那里？它产生了什么作用？怎样使它有助于人类

和环境？［２］

笔者等发现，一线地理教师对这些问题的研

究、理解和实践都很不够。从表面上看，这是六

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对地理科学的一

种理解，是认知地理学的一种思维和视角。结合

地理教学目标，由 上 述 “地 理 教 学 的 六 个 基 本

问题”可以推出 地 理 素 养 的 核 心 组 成 部 分，其

中包 括 核 心 地 理 知 识、地 理 能 力 和 地 理 观 点

（见图２）。

图２　由 “地理学的六个基本问题”推演出的 “地理素养”

图２可以 说 明，从 “地 理 学 的 六 个 基 本 问

题”出发进行地理教学，既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认

知地理问题的视角，也可以构建内容完备、相互

联系的地理素养，这也能体现地理课程目标的核

心要求。以 “凌汛”为例进行分析，由低纬流向

高纬的河流，初冬或初春时候，冰凌对水流产生

阻力而引起的水位暴涨甚至溢出河道的现象，叫

作凌汛 （又称为冰排）。首先，我们从 “地理学

的六个基本问题”出发，找到认知地理问题的视

角，即位置、成因、特征、发生时间、措施和影

响；接下来，再结合 “凌汛”概念，可以推导出

“凌汛”的教学视角 （见图３）。

图３　由 “地理学的六个基本问题”推导 “凌汛”的教学视角

图２和图３的推导过程，显示了 “地理学的

六个基本问题”对地理概念教学认知的指向性要

求和认知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地理概念教学具

有明显的前瞻意义和提升价值。图３显示了 “凌
汛”这一地理概念教学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

现象描述，主要是通过教学语言对 “凌汛”进行

讲解；第二个层次是直观呈现，主要是通过简图

或实例等教学手段对 “凌汛”进行展示，并辅以

必要的文字说明；第三个层次是总结提升，主要

是从 “地理学的六个基本问题”出发，明确 “凌
汛”的认 知 结 构，体 现 “凌 汛”这 一 概 念 的 地

理学科 本 质 内 涵。在 实 际 教 学 中， “凌 汛”教

学主要停留在第 一 层 次，少 数 教 学 发 展 到 第 二

层次，极少数教学可 以 提 升 到 第 三 层 次。这 也

恰好呼应了本文 之 前 提 出 的 问 题，地 理 直 观 教

学的目的不仅仅 是 帮 助 学 生 认 知 和 建 构 地 理 概

念，更重要的是认 知 和 建 构 地 理 概 念 所 蕴 含 的

学科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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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凌汛”教学示例

（二）渗透地理 学 思 想 与 方 法———挖 掘 地 理

概念的内涵

前些年，笔者曾经观摩了有关 “农业 地 域”
地理概念教学的微型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涉及

“农业地域”概念教学的片断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片段如下。

环节一：教师对教科书提到的 “农业 地 域”
概念进行分析

教科书中已经提到，（请学生阅读）农业地域

指在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
经济、科技、文化和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农业生产地区。同一农业地域内，农业生产条件、
结构、经营方式、发展方向等具有相同的特征。

教师对其中加下画线的地域、发展阶段、农

业生产地区、同一、相同等关键词进行重点说明。

图５　农业地域的形成

环节二：为了帮助学生

理 解，教 师 在ＰＰＴ上 动 态

呈现图示进行举例说明。
如 果 村 庄 Ａ 经 过 一 定

发展阶段，由图甲中多样的

农业生产 方 式 发 展 成 图 乙 中 相 同 的 农 业 生 产 方

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Ａ村庄形成了农业地域。
（图中○、▲等符号代表不同农业生产方式）

在上述的教学片断中，主讲教师及其团队精

心设计和反复研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创设情境

直观呈现 “农业地域”的形成过程，如果从教学手

段、课堂气氛等角度来讲是一堂成功的研讨课，不

可谓不精彩。但如果从地理学的内涵、思想与方法

的角度来看，“农业地域”这一概念的直观教学设

计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可作如下思考与改进 （本
文在主讲教师图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及说明，本

部分图中○、▲等符号代表不同农业生产方式）。
第一，没能体现农业地域形成过程中的发展

变化，特别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发展条件。
在前述讲解中，教师仅用两个阶段说明农业地域

的形成远远不够。这既没有体现出农业地域形成

初期自然条件为主导因素条件的形成过程，也未

反映出在 社 会、经 济、科 技、文 化 等 因 素 影 响

下，原有农业地域存在潜在的变化可 能。因 此，
可以对前 述 讲 解 进 行 如 下 改 进 （见 图６）。图６
中包括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尝试不同的农业生

产方式、择 优 选 择 农 业 生 产 方 式、形 成 农 业 地

域、农业地域的升级，涵盖了农业地域形成和发

展的全过程。其中，前三个阶段反映了农业地域

形成的 一 般 过 程；最 后 一 个 阶 段 反 映 了 随 着 市

场、科技等条件的变化，少数地区可能会逐渐形

成新的农业地域。

图６　农业地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第二，对农业地域的尺度与 规 模 强 调 不 够， 表述也 不 够 准 确。在 前 述 讲 解 中，教 师 反 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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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Ａ”这一尺度的地域进行讲解，显然大大

缩小了农业地域应有的尺度规模。简单地说，即

便 “村庄Ａ”的生产方式是相同的，因为尺度太

小的关系，也不能说其已经形成了农业地域。同

时，农业地域往往会涵盖成百上千的村庄，某一

村庄的生产方式类型并非是判断整个区域农业地

域是否形成的充分条件。因此，可以对前述讲解

做如下改进 （见图７）。

图７　农业地域的规模

图８　农业地域的结构

第 三，某 一 农 业 地 域

并非 仅 包 含 单 一 农 业 生 产

方式 （图８中甲），教 师 并

没有 强 调 教 科 书 中 所 提 到

“相同 特 征”并 非 仅 有 “单 一、同 一”的 意 思，
也应包含 “主导、相近、相似”的含义 （见图８
中乙），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后者。

第四，农业的地域往往非行政地域，而是自

然区域，如地形区 （河谷、山体）等。
由此例可见，地理概念教学中教师应首先避

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照本 宣 科、喧 宾 夺 主，
要强调学生对地理概念内涵的理解，要反映这一

地理概念所蕴含的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为达成上

述目标，地理教师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学科发展史

和基本思想，具备良好的地理学科素养；也要拥

有敏锐的 “学科”嗅觉，透过知识这一表象，看

到学科的本质；还要养成一种习惯，建立学科知

识与学科能力、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６］。
（三）梳理地理概念体系，强化地理概念的联系

提高地理概念认知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找

到并建立概念之间 “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想在

教学中实现地理概念之间的联系，需要做四件事

情：第一，确定所学地理概念在地理学科概念体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确定所学地理概念的

“前概念”，即学生已有认知基础；第三，梳理所

学地理概念与 “前概念”的关系；第四，根据概

念之间的内涵和联系，推导所学地理概念的内涵。
本文以 “农业地域”为例进行说明。在地理

概念体系中，“农业地域”是三级概念，它隶属

于二级概念 “农业”和 “经济区域”，“农业”和

“经济区域”又是一级概念 “人文系统”“地方与

区域”衍生发展出来 （见图９）。

图９　 “农业地域”在地理概念体系中的地位

“农业地域”的 前 概 念 有：地 方、区 域、农

业、周期性、地域性、农业区位选择、旱田、水

田等，与 之 相 近 的 概 念 有 工 业 地 域、城 市 地 域

等。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从农业、地

域、农业特点等 “前概念”的复习与回顾，确定

农业地域的内涵，并为后续学习工业地域、城市

地域等概念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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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
（二）教育标准引导与诊断功能的融合

《德国高中标准》清晰地呈现了包括数学核

心知识、核 心 能 力 及 其 能 力 水 平 的 数 学 能 力 模

型，以此引导大家从关注数学知识转向重视数学

能力。另外，标准也不同于原来的教学大纲，没

有具体规定教学内容，而是系统提出毕业生应该

达到的数学能力水平，因此该标准成为诊断并监

测学生数学能力水平的参考框架。我国高中数学

标准也对学生数学能力提出要求，如空间想象能

力、抽象概括能力、数学问题解决能力、数学表

达与交流能力等，但是在描述数学内容标准时，
并没有直接地将数学能力与内容标准相结合，容

易导致脱离数学内容的数学能力的培养，使得数

学能力的发展成为一句空话。

（三）能力标准与考试标准的协调

《德国高中标准》还将数学能力标准和毕业

考试标准放在一份标准之中，始终提醒人们：一

方面，对照标准设计教学，将具体数学能力发展

纳入常规数学教学中；另一方面，也明确将通过

配套的考试评价诊断数学能力水平，监测数学教

学质量。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达成高度一致，使

得教学更为目标性。而反观我国高中数学课程改

革，仍然存在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的分离，为了

追求高考成绩、追求升学率，教师更乐意以考试

大纲为依据，而忽视数学课程标准的作用，课程

改革以来应试风有增无减。当然，目前高考的彻

底改革的春风已经吹来，在高考中对数学能力的

考量也将成为主流。
（责任编辑：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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