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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高中地理区域认知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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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培养学生学科素养、践行立德树人成为众多学科教师的关注内容。

在这一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围绕“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应用有效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区域认知能力，能够

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在深化学生对知识理解的同时，能够确保学生渐具备分析、探究能力，并能够对地理

区域有全新理解，进而实现综合化发展。本文就“教学评一体化”的高中地理区域认知培养教学展开研究，

希望为教师进行高效教学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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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form, cultivating students' subject-specific literacy and 
carrying out moral educatio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many subject teachers. Under this background,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ers can cultivate students' regional cognition ability by applying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which can further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ensure that they gradually acquir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explore. It can als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regional cognition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conduct efficient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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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认知是学生在高中阶段地理学习中逐渐具

备的学科素养，其含义是学生在分析地理知识时，能

够有效运用“空间—区域”观点认识地理环境的思维

以及能力。为了实现既定教学目标，高中地理教师可

围绕“教学评一体化”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该教

学模式主要是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能力发展需

求，带领学生深入课堂，促使其不断思考、探究逐渐

形成学科素养，并具备区域认知意识。因此，学科教

师需要进一步分析学生区域认知培养内涵，掌握实

际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难点，以“教学评一体化”为切

入点，设计全新教学方案，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的高质

量发展。 
2 区域认知内涵简述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高中地理区域认知教学主要

是教师在课堂中以区域为基本单位，以实际教学为出

发点，带领学生深入分析理解地理现象、规律与原理。

为了实现学生这一素养发展，教师会重点引导学生把

握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使学生逐渐对地理环境

有全面认识与理解，并形成相应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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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时，应立足区域视角，站在

区域角度观察、分析地理现象，这能够有效协助学生

深入理解地理现象空间分布特征，并把控这些现象

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与内在联系。这意味着教师

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不仅要引导着重分析现象本身，

也要引导学生关注现象在空间上的变化及规律，这

样能够确保学生深入掌握地理环境演变以及发展。

另外，在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地理教学要求学生立足

人文、自然等因素，有效分析和描述地理现象，这能

够全面培养学生问题整合与分析的能力，助力学生

进一步理解地理现象，并将其应用于生活实际问题

解决中。 
3 高中地理区域认知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缺少自学、探究意识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生自主探究、深入分析是

教师构建有效教学课堂的关键，这也是教师落实区

域认知教育、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手段。但是，

当前的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自主探究的空间相对

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学评一体化”与地

理教学的融合深度。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在于，

部分学生缺少独立思考能力，他们虽然掌握了知识，

但并不能结合问题具体分析，这使得他们难以理解、

描述地理现象，更不能树立良好的区域认知能力。 
3.2 课堂教学未体现学生主体性 
课堂中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是实现新时代教育

目标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前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

课堂教学活动并未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性。具体体现

是，在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主要是结合教学内容进

行讲解，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地理区域基本知识、

问题分析方法等。但此种教学方式下的课堂教学针

对性不强，难以促使学生区域认知能力的形成。传统

的教学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效率，

但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教师的课堂教学忽视了学

生个体差异和认知规律，使得学生在接受知识时缺

乏主动性和深度思考。此外，直接讲解也容易导致课

堂氛围沉闷，不利于学生多元能力的发展。 
3.3 教学评价方式单一 
教学评价具有重要价值，完善的教学评价内容

利于教师调整教学方向，同时学生也可及时了解自

身学习弱点。但现阶段很多地理教师在区域认知培

养下的教学中，将教学评价重点置于学生成绩，过于

关注学生成绩评价使得评价体系缺少指向性，教师

无法掌握学生能力、素养上的差异，学生也难以结合

评价作出相应调整。 
4 “教学评一体化”下的高中地理区域认知培养

策略 
4.1 基于学生自学，培养学生区域认知能力 
在区域认知培养视角下，高中地理教师需要及

时跳出传统教学思维圈，围绕教学评一体化打造学

生自学、探究与分析的教学活动，从而形成区域认知

能力。在课堂教学活动开始前，地理教师需要进一步

分析教材与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通过整合教学资源、

设计问题链等方式，带领学生深入思考，进而初步形

成地理学科素养。 
例如，在《自然环境的服务功能》相关内容教学

中，教师可围绕学生自主、深入式学习，开展区域认

知培养下的教学活动。在课堂导入与教学内容了解

阶段，教师可引入地球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水资

源压力、核污水排海等学习内容，注重引导学生探究

在现行时代背景下，为何要围绕可持续发展原则利

用自然环境服务功能，深入引发学生思考。随后，通

过呈现我国提出的绿色化发展与建设理念，带领学

生继续探讨学习内容。为了培养学生基本的区域认

知能力，教师让学生在课前搜集关于核污水排放的

报道、核污水扩散的模拟效果图等，使学生充分理解

核污水影响的海域情况，之后教师可提出问题引导

学生分析：该案件能够表现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

的哪种关系？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则可考虑自然环境

自身的调节能力。此种基于学生自学的方式，能够进

一步培养学生区域认知基本能力，从而使其形成关

键素养。 
4.2 针对有效教学，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在新时期教学背景下，地理教师在课堂中需要

关注学生的整体学习体验，围绕“教学评一体化”中

的有效教学观点，开展针对性教学活动。通过创设良

好教学情境，能够让学生主动融入学习氛围中，并逐

渐形成知识整合与思考的能力。例如，在《农业的区

位选择》一节教学中，笔者以“环地中海地区农业的

发展”为切入点让学生深入思考，从而让学生对农业

区位因素、区位因素变化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在课堂

导入阶段，笔者带领学生回忆先前学习内容，此时他

们已经对环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特征、农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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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定了解，不过一些学生并不能应用所学知识

很好地解决问题。对此，笔者在课前整合了我国福建

地区古田食用菌生产相关资料，之后将资料设计为

《农业区位因素及其福建古田食用菌基地的发展》

的教学指导案例。在课堂笔者引导学生进行探究，使

其分析本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劳动力资源，这为食用

菌种植提供有利条件，不过种植食用菌需要砍伐大

量树木，这也直接造成水土流失而破坏当地生态，为

了改善这一情况本地政府大力投入资金，借助科技

的方式避免生态破坏，并产生更多经济效益。通过引

导的方式，学生对本节基础概念、知识等有了全新理

解，同时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得以提升，课堂

教学效果得以提升。 
4.3 优化教学流程，强化学生区域分析能力 
在全新教学视角下，地理教师应着力于持续优化

教学流程，这样不仅能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同时

也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区域分析能力。例如，笔者《河

流水文特征一含沙量》 一课教学中，笔者通过构建

情境的方法，开展了趣味化、综合性的课堂教学活动，

通过这一方式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使其深入理解影响

河流含沙量的内在因素，并掌握区域分析与探究能力。

结合教学重点以及学生综合发展需求，笔者创设了合

作分析的情境，借助微课呈现相关教学资源，随后让

学生立足沙源种类一坡面流携带泥沙进行分析，让他

们在小组合作中推断出地区水土流失影响河流含沙

量，且在这一基础上，学生又逆推出影响水土流失的

因素，最终分析出影响河流含沙量的因素。通过这样

的方法，学生能够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还对地理事

象的相关因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们的逻辑思维能

力也显著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极佳。 
4.4 落实以评促教，持续优化教学设计方案 
在教学评一体化视角下，教师不仅需要关注学

生的学习成果，更要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展现

的能力、态度与思维方式。例如，过程性评价强调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从多个角度全面评价学生的

学习表现。教师在实施过程性评价时，需要围绕学生

区域认知能力发展，设计评价内容，确保评价能够真

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围绕学生评价反馈，教师则

需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方式，持续完善教学设计

方案，这样能够为后续教学活动有效开展打好基础。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理的综合性较强，其中涵盖了自然

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为了更好地学习地理知识，

学生要具备思考、分析地理事象的能力与区域认知

能力，能够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理清地理要素之间

的联系。与此同时，在全新教学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

应跳出传统思维，关注学生主体并应用情境创设、信

息化技术等方法构建“教学评”一体化下的教学环

境。通过上述措施，教师可以有效地转变角色，从知

识的传授者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从而

进一步实现新时期下的地理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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