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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地理复习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融合

文 / 伏钰 (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地理学科是中学阶段兼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

唯一学科。很多地理事物和现象都承载和蕴含着以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魅力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元素。因

此，在高考地理复习教学中，应以地域文化符号为导引，明晰区域规律特征；以文化为情境阐释原理，探索有趣地理问题；以文化知识点、

线为坐标，构建知识逻辑体系；辩证地从地理视角分析并深刻地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渊源，建立起其与地理知识的内在联

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拓展地理教学内容，还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净化学生心灵，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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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

展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地理学科是中

学阶段所有学科中兼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唯

一学科，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

理，很多地理事物和现象都承载和蕴含着丰富的

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元素。因此，在高考地理复习

教学中，教师应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

点，引导学生辩证地从地理视角分析并诠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渊源，体悟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品质和文化魅力，建立起与地理知识相关

的内在联系，深入探究地理奥秘，提高学生的地

理逻辑思维能力[1]。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拓展地

理教学内容，还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净化学生心灵，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使学生

主动将地理知识的学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

合。

一、以地域文化符号为导引，明晰区域规律特

征

地域文化是人类长期塑造自然地理空间的结

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地

域文化的差异往往来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差

异，并且不同的地域文化会生成不同的地域文化

符号。如：春秋时期的《晏子春秋·问上》一书

描述“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反映了在不

同的自然环境、气候、物质资源等条件影响下，

会形成具有不同特征的地理区域，特定地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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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该区域内的饮食、服饰、建筑、器皿及人们

的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形成文

化差异，饮食如“西酸东辣、北咸南甜”的饮食

习惯；服饰如北方的皮衣皮帽、南方的蓑衣雨

衣；建筑如蒙古包的易拆易建、四合院的安静保

暖、窑洞的就地取材；等等。这些无一不反映出

特定地理区域内特有的客观因素对地域文化特色

形成的作用，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特定的地域

文化符号。因此，地域文化的本质是文化性和实

用性的结合、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我们在高考地理复习教学中可以以地域文化

符号为导引，进行区域规律特征的总结归纳，明

晰各区域规律特征，挖掘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及其形成原因，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将区域传统文

化和区域地理知识结合起来，便于巩固和掌握

“规律和特征是结合在一起的”地理知识。

在高考考试说明中，有两条明确强调地理规

律知识的考核目标与要求。我们在复习中，可结

合具体区域文化特色，以区域文化符号为导引，

引导学生掌握地理规律，明晰区域特征，并能在

具体的区域中应用、落实地理规律，让学生学会

在新的情境中运用地理规律，熟练地解决实际地

理问题；学会以区域文化符号为导引，整合高中

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容，用高中地理

知识、思维、技能和方法分析区域特征；培养学

生的区域综合分析和空间思维能力，从而形成地

理学习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因此，在高考

地理复习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和把握区域特征

（区域人口和生产，区域的空间地位、性质和结

构，城市化水平及发展，生态环境现状及发展，

等），是分析、探究地理问题的基础。加强对特

定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如地形与气候区、流域

和生态区等；人文地理区域，如工农业区域、聚

落区域、区域联系方式等）的剖析，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2]。这

样，就能以地域特色文化符号为导引，让学生成

功地总结和串联知识，把握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

系，明晰区域特征和地理规律，建立起稳固的地

理知识体系，学会通过地域特色发现、分析、解

决问题。

二、以文化为情境阐释原理，探索有趣地理问

题

经过几千年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

蕴含着很多地理原理和科学道理。在高考地理复

习教学中罗列重点、难点问题，可恰当引用包含

古诗词、谚语、典籍、民谣等内容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并以此创设适宜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分

析，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增强理解和

记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教学变得更为有效。

如复习“季风气候”时可引用唐朝王之涣的诗句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习“高

山气候”时可引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人

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以此诗句体

现“山地垂直地域分异规律”；复习“常见天气

系统”时可引用“一场春雨一场暖”，以此诠释“暖

锋过境”知识点，“一场秋雨一场寒”可解释“冷

锋过境”；引用谚语“雷打未惊蛰，雨水四十日”，

并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我国季风

区季风和雨带的活动和推移规律”，以此让学生

产生丰富联想，巩固已有知识；复习“地球运动”

时可引用“醉时不觉乾坤转，醒来才知星斗移”，

以此解释“地球运动的特征和规律”，并出示相

关教具或模型，让学生手眼并用，培养学生的空

间思维和想象力；也可引用“不违农时”“抢季节”

等谚语，让学生充分理解“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

周期性特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地理是一门包罗万象的有趣学科。在高考地

理复习课上，创设能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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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境，引入富有地理性、区域性、适宜性、探

究性和趣味性等特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析

问题时既能更加生动有趣，有助于学生运用相关

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向学生传授地理知识，

振奋学生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创设适宜

的教学情境，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针对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促使学生更加自

主地探索地理奥秘和地理问题，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与作用，让高考地理复习教学变得更加有

效。此外，在让学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同

时，也激发了学生的爱国豪情。

三、以文化知识点、线为坐标，构建知识逻辑

体系

地理学科在现实中是不同时空中的人们观察自

然和人文并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工具和媒介。因

此，我们可以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从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重角度入手，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灵活应用有效地理信息，将抽象的地理

问题实体化，给高考地理复习中每一个问题的思考

插上理性的翅膀，以与地理学科相关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知识点、线为坐标，寻找建立知识逻辑体系

的突破口，将松散的知识构建成以主干原理性知

识、综合联系性知识、主题发展性知识为主的、富

有逻辑性的完整知识体系[3]。

高考地理复习应当以新课标和考试说明为依

据，以教材为基础，以图文结合为前提，以传统

文化为坐标，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应努力挖掘

教材内容，找出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明

晰简约的知识归类，形成便于学生学习的知识逻

辑结构体系。

总而言之，在高考地理复习教学中，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地理知识的复习整理过程，这

样既可以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学习视

卢月华.中学地理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策略研究

[D].福建师范大学, 2018.

邵英,史文印.传统文化入试题 现实生活再创意:2018年高考地

理全国卷试题分析[J].中国考试,2018(11):66-70.

王路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华

中师范大学,2018.

[1]

[2]

[3]

【作者简介】

伏钰，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省级骨干教

师，地理高级教师。兰州市第八届教学新秀，第七届全国优秀地理教

育工作者，地理教育全国百名先进个人。中国地理学会会员，甘肃省

地理学会理事，甘肃省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国培

计划——教育部普通高中课改实验教师远程培训及初中教师远程培

训”讲师团讲师，甘肃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专家，甘肃省教材

编审专家委员会地理学科副组长。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课题“优秀传统文化与高中地理教学

有机融合研究”（GS〔2020〕GHBZ214）。

【参考文献】

野，让学生多角度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点，建构

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又能加强对学生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者和弘扬者，推动中华文化更好传承与创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