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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
逻辑理路与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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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义务教育与时俱进,发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作用,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022年4月,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其中《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课程研

制方法论上坚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遵循“核心素养―课程标准―单元设计―学习评价”的逻辑思路,重构义

务教育地理课程内容体系,注重培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地理核心素养,注重发展学生综合思维和地理实践

力,引领学生认识地球家园,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以及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等方面努力创新,带

来了义务教育地理课程的新气象、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关系着教师的地理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关系着学生

的地理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关系着义务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为推进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改革指明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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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义务教育与时俱进,发挥培根铸

魂、启智增慧的作用,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022年4月,教
育部 发 布《义 务 教 育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2022年版)》[1],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义
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课程

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以及学业质量标准

的研制等方面努力创新,带来了义务教育地理

课程的新气象、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关系着

教师的地理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关系着学生

的地理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关系着义务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为推进义务教育地

理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通过梳理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内在逻

辑,认识其创新价值,有助于地理课程标准的有

效实施,转变育人方式,切实提高育人质量。

  一、与时俱进的地理课程理念与价值

目标

  课程标准是课程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产

物。课程标准是“由课程方案设计标准、学科

课程标准、活动课程标准、教材设计与编写标

准、课程实施标准、课程质量管理标准、课程标

准的评价标准构成的课程标准体系”[2]。基于

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应注重在“核心素养―

课程标准―单元设计―学习评价”环环相扣的

链环中深入推进[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4-5]。
学科核心素养的界定,需要明确其内涵、育人

价值、学科能力表现和水平分级[6-7]。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

下简称“地理新课标”),是在《义务教育地理课

程标准(2011年版)》以及《普通高中地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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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2017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并结合

新时代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学生学习以及

成长与发展规律建立起来的,其中有深入的考

量和重要的改变,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学

科性质是学科课程赖以建立的基础。“地理新

课标”阐明了地理学的学科性质,深刻指出: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

环境关 系 的 科 学,具 有 综 合 性、区 域 性 等 特

点。”[1]地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

质,对于解决当代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
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地理课程的教育价值,“地理新课标”
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义务教育地理课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

学生认识人类地球家园。课程内容贴近生活,
关注自然与社会,体现地理学特点,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对培育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家国情

怀、全球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学

生形成批判性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实践

能力。
在课程理念上,“地理新课标”强调“地理

课程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引导学生学

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

理,为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时代新人打下

基础”[1]。“地理新课标”明确要求:坚持育人为

本,确定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课程目标;优化

课程结构,搭建基于地理空间尺度的主题式内

容框架;活化课程内容,优选与学生生活和社

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地理素材;推进教学改革,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发挥评价功

能,促进学生学业进步和全面发展。
“地理新课标”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地理

课程目标和具体要求,即:学生能够运用所学

的知识、方法和工具,面对人口、资源、环境和

发展问题,作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学生能够认

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自然、人文特征以及时空

变化特点,逐步形成从地理视角看待和分析问

题的能力;学生能够认识区域特征、区域差异

和区域联系,初步形成从空间视角分析问题的

能力;学生能够初步掌握地理实验、社会调查、
野外考察等地理实践活动的基本方法,尝试解

决实际地理问题,增强信息运用、实践操作的

能力[1]。

二、地理核心素养导向及构成要素

地理课程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推
动素质教育发展。培养和提升学生地理核心

素养是此次课程标准修订坚定不移的主导方

向。“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

养,需要注重地理学的特性,整合地理知识和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大课

程目标,帮助学生从地理的角度认识自然和社

会,适应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地理核

心素养包括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

和地理实践力等构成要素,如图1所示。

图1 地理核心素养的构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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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地协调观

人地协调观是“指人们对人类活动与地理

环境之间关系秉持的正确的价值观”[1]。自然

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活动对地

理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尊重自然规

律,协调人地关系。
(二)综合思维

综合思维是“指人们运用综合的观点认识

地理环境的思维方式和能力”[8]。“地理新课

标”强调要综合认识地理事物的整体性,注重

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空间

和时间的角度综合分析复杂的自然和人文地

理问题以及区域人地关系状况,对其进行系统

性、地域性的解释。
(三)区域认知

区域认知是“指人们运用空间—区域的观

点和 方 法 认 识 地 理 环 境 的 思 维 方 式 和 能

力”[8-9]。学生区域认知能力包括:从区域的视

角认识地理现象;掌握认识区域的基本方法,
正确理解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认识和归

纳区域特征,分析区域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得

失,为区域决策提出相关论据,提出较为可行

的改进建议。
(四)地理实践力

地理实践力是“指人们在地理实验、社会

调查、野外考察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行

动力和意志品质”[1]。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要求教师注重引导学生收集和处理地理信息,
发现和探索地理问题,合作设计地理实践活动

方案,在体验反思中主动学习;注重帮助学生

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地理知识和技能,感悟、
分析、理 解 人 地 关 系,培 养 学 生 学 以 致 用 的

能力[9-10]。
地理课程核心素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

机整体。“人地协调观是地理课程最为核心的

价值观,它包含正确的自然观、资源观、环境

观、人口观和发展观”[11],是学生通过地理学习

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也是地理学思想和地

理课程理念的集中体现。人地协调观的建立

需要从区域认知开始。区域认知是必不可少

的素养,需要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才能够真正

形成,而从具体的实践行动到形成广阔的视野

和正确的地理观念还需要具备综合思维能力。

三、地理课程结构优化与知识内容更新

课程内容是课程的核心,也是课程标准加

以重点建构、阐释和说明的方面。此次义务教

育地理课程标准的修订,无论是在课程内容结

构方面还是在具体的知识内容选取方面,都体

现出创新价值。
(一)优化地理课程结构

“地理新课标”在内容结构上变革的关键

在于:从空间视角对课程内容进行组织,按照

“宇宙―地球―地表―世界―中国”的顺序,引
导学生认识地球家园。地理课程以认识宇宙

环境与地球的关系、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

系为主要线索,将地理实践活动和地理工具的

运用贯穿其中,形成学科知识与学科活动融为

一体的课程内容体系。
就具体的课程内容架构来看,在“认识全

球”部分,“地理新课标”提出将地球整体作为

学习对象,要求学生认识地球所处的宇宙环

境、地球自转和公转运动、地球表层的自然人

文环境。在“认识区域”部分,“地理新课标”提
出将地球表层不同尺度的区域作为学习对象,
要求学生认识大洲、地区、国家等不同区域的

地理事物和现象,认识中国的整体面貌、不同

分区及家乡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在“地理工

具”部分,“地理新课标”要求侧重地球仪、地图

的基础知识和应用。在“地理实践”部分,“地
理新课标”则要求以多种方式贯穿全部课程

内容。
(二)更新地理知识内容

近些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的修订要反映这

些变化,推动地理课程改革与发展,紧跟时代

步伐,体现时代特色,对地理课程知识内容进

行必要的更新。“地理新课标”重点更新的课

程知识内容包括以下7个方面。

1.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区域发展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12]。由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上升到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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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协调东中西,平衡南

北方”[13],形成多层次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构建

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新格局,包括区域战略

总体提升、区域发展内涵扩展、建立更加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打破区域之间的行政

分割和经济壁垒。

2.碳达峰与碳中和

碳排放是对各种温室气体排放的总称。
空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超过正常范围就会导

致全球气温变暖,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我

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

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14],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3.建设美丽中国

建设美丽中国,应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15],形成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加强美丽

中国建设,应补上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坚
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的理念,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16]。
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容重点包括:推进绿色发

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行动,健全生态环境监

管体制。

4.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属于新增设的义务教育地理

课程内容。“地理新课标”从耕地与粮食、水资

源、矿产资源、石油、海洋安全的角度,揭示自

然资源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7]。“国家

安全”这部分课程内容重点阐述资源、环境对

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增强保护资源环

境、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其主要内容包括:
战略性矿产资源与国家安全,耕地保护与粮食

安全,海洋空间资源开发与国家安全,自然保

护区与生态安全,污染物跨境移动与环境安

全,环境保护与国家安全。

5.海洋地理

“海洋地理”也属于新增设的义务教育地

理课程内容,侧重于国家海洋权益和海洋发展

战略。海洋权益属于国家的主权范畴,它是国

家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权利,是主权国家在

海洋中享有的各种权力和利益的统称,包括领

海的主权以及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

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等。海洋空间资源是

指与海洋开发利用有关的地理区域,包括海

上、海中、海底和海岸带4个部分。我国海洋发

展战略强调妥善解决我国面临的海洋纠纷,坚
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生

态环境安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6.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旨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

农民增收,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

兴,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18],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7.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

的强劲引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

要注重以下方面:以人为核心,全面提高城镇

化的质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借助城镇化推动乡

村振兴;优化城镇布局,统筹城乡发展;节约集

约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对自然界的干扰和破

坏;重视历史文化传承,让城镇“有记忆”、有特

色,呈现美丽的风貌。
上述内容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对

于学生理解五大发展理念、坚定四个自信、形成

综合思维品质和人地协调观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注重跨学科主题学习与探究

此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带来一个重要的改

变:“地理新课标”要求用不少于地理课程总课

时10%的课时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注重地理

课程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旨在培养学生的

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地理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是根据学生的学习

基础和兴趣,围绕某一探究主题,以地理课程

为主干,运用并整合其他课程的知识与方法,
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跨学科主题学习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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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核心素养要求,注重通过多学科知识的整

合,引导学生探究、解决实际问题,以综合性学

习为途径,以物化学习产品为学习成果,推动

学生全面发展。
跨学科主题学习要求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聚焦真实问题,探究问题

的解决方法,突出实践性和综合性。跨学科主

题学习方案设计包括制定目标、明确主题、选
取内容、选择形式、选定场所、开展评价等,注
重引导学生增见识、长知识,提升学生综合认

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跨学科主题学习主要

选取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乡村振

兴、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强调学以致

用。学习形式可采取项目式、单元式,突出实

践性和可操作性,鼓励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

探究学习,引导学生走进大自然,走进社会大

课堂,提高在真实情境下综合学习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学习评价注重运用过程性评价、综合

性评价等方式,对学生跨学科主题学习过程和

学习成果进行合理评价。

五、地理课程实施建议具体化

“地理新课标”提出的有关课程实施的建

议更加具体化,体现出“可思易用”的特征。
“地理新课标”细化了课程实施要求:以地理核

心素养为导向,遵循学生发展规律,聚焦主题

教学内容,合理选择教学素材,丰富学习活动

形式,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师既要发挥传统地

理教学手段的优势,又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

段;注重问题式教学和地理实践,为学生创设

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

习;营造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成长环境,使
教学目标体现核心素养的整体性,教学组织突

出结构化的教学单元设计,教学过程有利于学

生主动学习,教学活动有助于学生获得真实的

体验、增强地理实践力。“地理新课标”提出了

以下具体的教学建议:
在课程评价方面,“地理新课标”提出要以

课程目标、核心素养要求、学业质量标准为依

据,收集学生的学习表现、学业成就等信息,采
用合理的评价方式和技术手段,科学、客观、准
确地测评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及其发展状况。

在学业水平考试方面,“地理新课标”提出

要根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学业质量标准,
对学生的地理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科学、客
观、准确、有效的评价,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综合

性评价。考试命题侧重于考查学生地理课程

目标的达成度,充分体现基于核心素养的命题

导向,注重正确处理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问
题情境、学习任务之间的关系。

在教材编写方面,“地理新课标”强调要注

重体现地理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育人价值。地

理教材包括地理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地理

图册等。地理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载体,是地

理教学的依据,其编写要以地理课程标准为依

据,充分体现地理课程理念,全面落实核心素

养要求。“地理新课标”对教科书的编写提出

的具体要求包括:合理组织教科书结构体系,
精心选择教科书内容素材,大胆创新教科书的

编排和呈现方式,尝试研制与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的新型教科书。
此外,“地理新课标”还对课程资源开发利

用提出了具体要求:建设学校地理课程资源

库,利用学生“学习经历资源”,开发社会地理

课程资源,利用数字与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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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nsicLogicandInnovativeValueofthe
Geography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

ZHUXiang
(SchoolofGeographicSciences,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Inordertokeepthecompulsoryeducationinpacewiththetimes,toimplementtheroleof
educationincastingthesoulandenlighteningwisdom,tofurtherdeepencurriculumreform,andto
fulfillthefundamentaltaskofbuildingmoralityandcultivatingpeople,inApril2022,ChinasMinistry
ofEducationissuedtheCompulsoryEducationCurriculumPlanandCurriculumStandards(2022
Edition),whichhasarousedwidespreadconcernamongthepublic.Amongthem,theGeography
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 (2022Edition),undertheguidanceofXiJinping
Thoughton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adherestothegeneralideaof“Core
CompetenceCurriculumStandards-UnitDesign-LearningEvaluation”inthecurriculumdevelopment
methodology.Intheeducationstage,studentsgeographiccoreliteracy,focusingondeveloping
studentscomprehensivethinkingandgeographicpracticeability,leadingstudentstounderstandthe
Earthshomelandandstrivingtoinnovateincurriculumstructure,curriculumcontent,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andthedevelopmentofacademicqualitystandards,etc.,hasbroughtnewvitalityto
thecompulsorygeographycourses.Thenewatmosphere,newideasandnew methodsaredirectly
relatedtoteachersgeographyteachingpractice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tostudentsgeography
coreliteracyandacademicquality,andtotheoverallimprovementofthetrainingeffectofcompulsory
education.Italsopointsoutthefuturedirectionofcurriculumreformforgeographycourses.
Keywords:geographycurriculum standards;geographycorecompetencies;geographycurriculum
content;interdisciplinarysubjectlearning;geography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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