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与高考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地理教学不断的面临着各种各样全新的挑战，越来

越多的人觉得在高考的考核目标中，应该加强对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地

理核心素养是地理学中最具学科本质的东西，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高中地理老师，

个人也觉得应该让学生通过地理学习，参与高考的过程中，学习到必备的地理知

识、技能与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出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地和谐观念，通过地理课堂建立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增强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高考地理试题中，深度融合进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有利于考

查和促进学生的地理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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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化，地理教学质量获得一定的提升，为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提升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关于地理核心素养的概念学术界未给出准确的定义，但

是毋庸置疑，地理核心素养属于综合性概念，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

地理人文素养，二是地理科学素养，三是地理技术素养。其中，就地理人文素养而

言，其主要包括人文地理与地理学科中的人文精神。就地理科学素养而言，其包括

以下内容：一是地理科学知识，二是地理科学能力，三是地理科学方式，四是地理

科学品质，五是地理科学意识。就地理技术素养而言，其主要包括：一是地理技术

知识，二是地理技术能力，三是地理技术观点。 

国家颁布的文件中也明确提到的核心素养的培养，从 2014 年教育部发布《关

于全而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教基二「2014]4 号）》中就

可见，“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改革”的第一条就是“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

系和学业质量标准”。构建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是这个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在

此基础上完善地理学科课程标准、确立学业质量标准和修订教科书。一方面有利于

国家选拔综合能力强的地理学科人才，另外一方面，有利于学习技能强，认知能力

强以及情感态度得到更好培养的学生在高考的选拔中脱颖而出。笔者以 2017 年全



  

国卷新考纲为例，浅谈此考纲充分体现了地理核心素养与高考地理试题深度融合在

一起。 

从 2017 年全国卷新考纲来看，确定高考地理科考核目标与要求，而恰好地理

核心素养渗透于考核目标与要求中。地理学科注重考查考生的地理学习能力和学科

素养，即考生对所学相关课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地理核心素养与高考地理试题结合成了一个有

机整体。 

地理核心素养是体现地理学科价值的关键素养，是学科固有的、最有用的地理

知识、最关键的地理能力、最需要满足终身发展所必备的地理思维。从地理学科教

育的价值取向看，学生要掌握地理核心素养，学生就应该能够从题目的文字表述中

获取相应的地理信息，包括读取题目的要求和各种有关地理事物定性、定量的信

息。能够快速、全面、准确地获取图形语言形式的地理信息，包括判读和分析各种

地理图表所承载的信息。能够准确和完整地理解所获取的地理信息。例如：要求了

解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地壳物质循环。地表形态变化的内、外力因

素。大气受热过程分析。全球气压带、风带的分布、移动规律及其对气候的影响。

锋面、低压、高压等天气系统的气候特点。水循环的过程和主要环节，水循环的地

理意义。世界洋流分布规律，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人文地理中要求了解农业

区位因素，主要农业地域类型的特点及其形成条件。工业区位因素，工业地域的形

成条件与发展特点。农业或工业生产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生产活动中地域联系

的重要性和主要方式。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的变化对聚落空间形态和商业网点布局

的影响。 

能够调动和正确运用基本的地理数据、地理概念、地理事物的主要特征及分

布、地理原理与规律等知识，根据题目要求作答；能够调动和运用自主学习过程中

获得的相关地理信息；能够选择和运用中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技能解决地理问

题。如地理坐标的判断和识别，不同类型地理数据之间的转换，不同类型地理图表

的填绘，地理数据和地理图表之间的转换。区域认知是地理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

一，区域认知是地理学基本的认知方法，指人们具备的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特



  

点、问题进行分析、解释、预测的方法和能力。学生掌握區域认知方法，有助于形

成从区域的视角认识地理现象的意识与习惯，运用区域综合分析、区域比较等方

式，来认识区域特征和区域人地关系问题，形成因地制宜进行区域开发的观念。 

学生通过学习能够用简洁的文字语言、图形语言或其他表达方式描述地理概

念，地理事物的特征，地理事物的分布和发展变化，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的要点。

能够通过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通过比较、判断、分析、阐释地

理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与考纲要求相一致，要求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有利于

帮助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关于地理事物的思考，摒弃片面的角度，全方位多

角度的形成整体的地理观念，因地制宜的解决实际问题。 

地理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生需要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和

技能，观察、感悟、理解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状况，要能够学以致用。地理核心素

养的确定，有其坚实的地理学基础，也凸显了地理课程的特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是地球表面，关于地球表面的属性和特征，大部分数据和第一手资料主要来自野外

考察，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成果广泛应用于地理学，提高了野外考察的

速度和精度。野外考察是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学地理课程的学习方法，在自

然和社会的大课堂中学习地理，已经成为地理课程的特色。在野外考察的过程中，

带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这样，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就与高考考核目标与要

求深度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