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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逻辑和学 习逻辑 的高 中地理教材对 比

——

以 四 版教材
“

地表 形 态 的 变 化
”

内 容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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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章对比分析 了 人教版 、鲁教版、 湘教版 、 中 图 版四版 高 中地理教材选择性必修 １ 中

“

地表形 态

的 变化
”

内 容 ，
从学科逻辑 角 度对比 了 四 版教材的 单元结构和知识结构 ，

从 学 习 逻辑 角 度对比 了 教材

栏 目 分类 、非正文与 正文的 配合情况 ，
从 中 总结 归 纳 出 不 同 版本地理教材的逻辑特点并提 出 了 相 关教

学建议 。

关键词 ： 高 中地理新教材 ；
教材对比 ；

地表形 态 ；
教学建议

地理学科有其独有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 ， 处于

学校课程体系 中 的地理课程也有便于学生开展学习

活动的学习逻辑 。 学科逻辑主要通过教材 中 的知识

结构加 以呈现 ， 因此地理学科逻辑主要体现于知识结

构中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 ；
而学习逻辑反映学生的

认知活动 ， 认知活动 的形态包括接受学 习 和探究学

习 ，这两种形式都是学生依据已有的经验同化新知识

的过程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 中应该依据从已知

到未知 、从简单到复杂的认知顺序 ， 教材 的编写和教

师的授课也应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
ｍ

。 简言之 ，对比

教材中体现的学科逻辑和学习逻辑 ， 是站在地理学科

角度和学生发展角度 ，解决学生学习什么样的 内容和

学生如何高效学 习这些 内容的问题 。 这是判断教材

能否科学地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途径 ， 也是对教

材进行二次开发 的基础 。 本文以
“

地表形态的变化
”

内容为例 ， 对人教版 、鲁教版 、湘教版 、 中 图版 四个版

本的高 中地理新教材进行了对 比分析 ，
以期帮助一线

地理教师厘清教材逻辑 ， 并为其提供教学指导建议。

一

、学科逻辑下的教材对 比

学科逻辑的 内涵是通过知识结构来体现的 。 从

宏观角度看 ， 教材 的
“

章标题
” “

节标题
” “

目 标题
”

构成单元结构 ； 从微观角度看 ， 教材正文部分知识点

间 的联系构成知识结构 。 对 比分析不同版本教材 的

单元结构 和 知 识结构 ， 能 够探究教材体现 的 学科

逻辑 。

１ ？ 教材单元结构对比

“

地表形态 的变化
”

属于高 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１

教材的 内 容 ， 与
“

岩石圈 的组成与物质循环
”

等 内容

共同组成一个学习单元 ， 是必修第一册 中
“

地球的 圈

层结构
”

和
“

地貌
”

的进阶内容 。

课标对
“

地表形态的变化
”

的要求为 ： 结合实例 ，

解释 内 力 和外力对地表形态变化 的影响 ， 并说明人

类活动与地表形态的关系 。 分析 四版高 中地理教材

的单元结构可 以 发现 ，
不 同 版本教材都编排 了

“

塑

造地表形态 的 内 外力
”

与
“

内 外力对地表形态变化

的影响
”

内容 ， 符合课标要求 。

湘教版和鲁教版 的编写逻辑基本一致 ， 先编写
“

岩石圈与物质循环
”

， 后编写
“

地表形态 的变化
”

，

体现了 时 间 与空 间维度 的地理学科逻辑 。 篇 幅所

限 ， 仅列 出 湘 教 版
“

岩石 圈 与地表形 态
”

知识结构

图 ， 如 图 １ 所示 。 而中 图版与人教版在编写时 ， 未将

岩石圈列 于地貌 内容之前 ， 分别如 图 ２
、 图 ３ 所示 。

本文 系 广 西人文社会科学 类立项课题
“ ‘

互联 网 ＋ 培训
’

高 中教师 专 业发展精准 帮扶研 究
”

（
２０２０ＱＧＲＷ０２４

） 的 阶段性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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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专 业在读硕士研究 生 。 通讯作者 ： 张胜前 ，

教授
，
研究方 向 为 中 学地理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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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 图

２ ． 知识结构对比

知识结构主要涉及知识点 的呈现和组织两个

方面 。

（
１

） 知识点呈现方面

四 版高 中地理教材在知识点呈 现方面都采用
“

总一分
”

的结构特点 ， 都先呈现 内外力作用 的上位

概念 ，再依次呈现内外力作用 的下位概念 。 不同之处

主要体现如下 ：人教版侧重对上位地理概念的 阐述且

陈述语句简短精练 ， 涵盖的下位地理概念较少 ； 湘教版

在正文中不仅呈现基础性的上位概念 ， 而且涉及大量

谦 程教材 教学参考
３ １

■■■■■■■２０２ ３
年 

５ 月 ？ 中旬

的下位概念 ，如
“

横向环流
” “

河流袭夺
”

等 ，这些知识点

是其他版本的教材 中未涉及的 ； 鲁教版在正文 中仅呈

现基础性知识点 ，将一些过程性知识放人
“

知识窗
”

栏

目 ，作为对正文的补充 ， 如将
“

板块构造学说
”

和
“

地貌
‘

侵蚀循环
’

理论
”

等内容独立置于
“

知识窗
”

栏 目 。

（
２

） 知识点组织方面

四版高 中地理教材在知识点组织方面 ， 都 围绕
“

内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

外力作用及其

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两条主线构建知识体系 。 不 同之

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人教版在第一节单独 罗 列
“

内外力作用
”

知识点 ， 在第二 、三节分别罗列 内 力 、外力作用对地

表形态的影响 ， 体现了从解释 内外力
“

是什么
”

到介

绍 内外力
“

怎么 影 响地表形态
”

的学科逻辑 。 而湘

教版 、鲁教版及 中 图版将 内外力 的
“

概念
”

与
“

表现
”

内容集 中于同一节 ， 使得知识结构更为紧凑 、逻辑清

晰明 了 。

第二 ，针对
“

外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 的影响
”

这部分内容 ， 中图版分别 以风化作用 、侵蚀作用 、搬运

作用 、沉积作用为小标题 ，对每一种外力作用 的过程 、

特点及影响都进行了详尽 阐述 ， 知识点涵盖面广 、逻

辑性强 ； 湘教版 以
“

动力作用与地表形态
”

为知识结

构的支点 ，将不同动力作用 （ 风力 、 流水 ） 过程 以独立

的标题形式呈现 ， 并按照
“

侵蚀一沉积
”

动力作用过

程的逻辑顺序展开介绍 ，体现了较强的学科逻辑 。

二 、学 习逻辑下的教材对比

学习逻辑反映学生的认知活动过程 ，学生的认知

活动主要借助教材 中正文与非正文 内容展开 。 非正

文的栏 目类型多样 ， 发挥的作用有所不 同 ， 需对其进

行分类 、整理以分析其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逻辑 。

１ ． 教材栏 目 分类

依据栏 目 的性质和功能 ， 可将栏 目 分为 阅读类 、

思考类 、操作类 。 阅读类栏 目 是对正文 内容的文本补

充 ， 主要包括案例 、 阅读 、知识窗等 ， 学生可通过阅读

补充的文本完善知识体系 ； 思考类栏 目 主要包括思

考 、学习指南等 ， 有助于引 导学生对教材的重难点 内

容进行思考并内化知识 ； 操作类栏 目 主要包括活动 、

作业题 、 问题探究 、进度检查等 ， 能够考查并锻炼学生

的知识应用能力 。 三类栏 目 的类型 由 阅读到实践 ， 操

作难度 由 简单到复杂 。

对四版高中地理教材涉及
“

内外力作用对地表形

态的影响
”

的非正文栏 目 进行归类统计 ， 结果如 图 ４

所示 。 四版教材都设置有相关活动 ，
以锻炼学生的空



３２教学参考课 程教材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

中旬

间分析能力 、地理过程性思维能力与地理实践力 。 四

版教材的三类栏 目都呈现一定的梯度变化 ， 其中鲁教

版和湘教版的思考类栏 目 较少 ， 尤其是鲁教版 ， 其操

作类栏 目 占 比超过一半 ，可见该教材的 内容难度相对

较大 。 中 图版有大比例的思考类栏 目 ， 有助于引 发学

生的认知冲突 ， 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学 习兴趣 ， 从而

促使其建构新旧知识间 的联系 。

■ 阅读类 〇 思考类 ［〕 操作类

图 ４ 四版教材
＂

内外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非正文栏 目分类统计

２ ． 非 正文与 正文 的 配合

非正文与正文的配合指阅读类 、思考类 、操作类栏

目 与正文的相互配合 ， 涉及图像系统和文本系统 。 正

文是教材的主体 ，而非正文与正文的相互配合体现不

同水平的学习逻辑 。 将研究内容划分为
“

内力作用及

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和
“

外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

的影响
”

两个方面 ， 分别探究其非正文与正文的配合

情况 ，其中 四版教材的非正文内容对比如表 １ 所示 。

在
“

内 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这部分内

容的编排上 ， 四版教材在非正文 中都设置 了三类栏

目 ， 体现了对学生认知能力 的重视 。 通过对 比 四版教

材非正文中栏 目 的数量和类型可 以发现 ， 人教版的编

排体现出 的学习逻辑最强 。 人教版在正文 中呈现 了

地壳受力示意图 ，并在非正文栏 目 中设置了对应的识

别内力作用的活动 ，符合学生从认识到操作的学习逻

辑 。 在介绍 内力作用的影响时 ，
人教版先呈现褶皱和

断层景观图 ，后呈现示意 图 ， 而鲁教版和 屮 图版先呈

现示意图后呈现景观图 。 人教版的呈现顺序 留给学

生充足的 自 主思考空间 ，
且在非正文 中设置了识别褶

皱和断层景观图 的活动 ，景观图的辨识难度较示意图

大 ， 更有利于考查学生 的知识 内化程度 。 相较而言 ，

中 图版的活动栏 目设置较少 ，缺少对学生知识体系建

构程度的检测 。

表 １ 四版教材
“

内外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

非正文 内容对 比

教材版本 栏 目 类别 内 力 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外 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人教版

阅 读类 案例 ：
红海的 形成及扩张

案例 ： 冰川 作 用

自 学 窗 ： 河流的 生命史

思考类
导入 ： 庐 山 上 为 何有平坦 的 开 阔地

； 青藏 高 原

抬升 的 原 因

导入 ： 长 江岸线镇江段持续北移 的 原 因

思考 ： 冲积扇 的 分布特点及影 响其 大 小 的 原 因

操作类
活动

：
识 别 塑造地表形 态 的 内 力 作 用

；
结合 自

然 景观分析褶皱和断层 的 形 成过程

活动 ：认识 海水侵蚀作 用 对地表形 态 的 影 响 ；
通过遥 感 影像

图探究 曲 流 变化规律

问题研究 ： 崇 明 岛 的 未来是什 么样子

鲁教版

阅 读 类 知识 窗 ： 板块构造学说与 全球地貌格局 知识 窗 ： 地貌的
“

侵蚀循环
”

理论

思考类
导入 ： 思考珠穆 朗 玛峰 高 度增加及

“

尖俏
”

的

原 因

—

操作类
活动 ： 举办褶皱与 断层照 片 展 ； 探 究青藏 高 原

的 形 成

活动 ： 结合 实例 阐释外 力 作 用 塑造 的 地表形 态特征 ；
读 中 国

地形 图 ，
结合

“

侵蚀循环
”

理论分析地形 区 处 于的发展阶段

单元活动 ：
地质 构造与 构造地貌的 判 读

湘教版

阅读 类
（ 卡通 人物 ）

知 识 补 充 ： 板块 构 造 学 说 的 提

出 者

阅 读 ： 物理风化
； 瀑布 与 河 流 的 溯 源 后 退

；
横 向 环 流 ；

风 沙

运动

思考类 （ 卡通人物 ） 学 习 提示 、提 问 （ 具体 内 容略 ） （ 卡通人物 ） 学 习提示 、提问 （ 具体 内 容略 ）

操作类

导入 ：探究
“

女王 头
”

岩 石 的 演 变

活动 ：说 明 喜马拉雅 山脉是怎样形 成 的 ；
设计

模拟 实验或绘制 示 意 图 ，
说 明 太平 洋 西 部 边

缘的 深海 沟一岛 弧链是 怎样 形 成 的 ； 读 背 斜

谷 、 向斜 山 示意 图 ， 完成任务 ；
探究 火 山地貌

活动 ：探究风化作 用 及其 影 响 ；
探 究 河流 袭夺相 关 问 题 、

三

角 洲 形成 的 物质条件和动 力 条件 ；探 究黄土地貌 、地震 与 地

层层序 ， 我 国都江堰 的 作 用 ，
以 及 澳 大 利 亚 波浪岩 、 美 国 波

浪谷等地质景观的特点和形成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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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材版本 栏 目 类别 内 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外力作用 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阅读类 阅读 ： 板块构造学说 阅读 ：探究 月 牙泉的 成 因

思考类

学 习 指 南 ： 内 外 力 作 用 的 类 型及其如何 塑 造

地表形 态

思考 ： 内 力 作 用 与 外 力 作 用 对地表形 态 的 影

响有何不 同

思考 ： 影响 物 理 风化 的 因 素 ；
比较三 种 风化作 用 （ 物 理 、 化

学 、 生物风化作 用 ） 的 差异 ；
风化作 用 与 侵蚀作 用 的 区 别

；
冰

川 侵蚀作 用 形 成 的 地貌类 型 ； 冰 川 搬运 与 河流搬运 的 区 别 ；

三种沉积作 用 形 式 （ 风 力 、流水 、冰川 沉积作 用 ） 的特点

中 图版 案例研究 ： 科 罗拉 多 大峡谷

操作类
导入 ： 开展模拟 实验 ，探究冰 川 如何改 变地表

形 态

活动 ： 观察认识风蚀城堡

作业题 ： 野柳地质公 园地貌形 成 原 因
；
札达土林景观 的 主要

地质作 用
； 形成通天河蛇 曲 的 原 因

检查进度 ： 展示 大 陆漂 移 和 海底扩 张资料并做 出 相 应 的 解

释和说明

注
： 中 图 版教材 的部分栏 目 同 时 涉及 内 力作 用 和外 力 作 用 相关 内 容

，
为 了 呈现的 直观性 ， 表 中按照栏 目 出现的位置进行分类 。

在
“

外力作用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 响
”

这部分 内

容的编排上 ，人教版和湘教版在非正文部分都设置了

三类栏 目 ， 而鲁教版缺少思考类栏 目 ， 不利于帮助学

生顺利实现从认知 到实践的过渡 。 湘教版设置 了 多

个
“

阅读一活动
”

栏 目 ， 使得这部分 内容较为充实 ， 但

其活动栏 目 主要依据阅读栏 目 的 内容展开 ，
且缺少思

考栏 目 的过渡 ， 使得活动 的操作难度较大 ， 对学生而

言具有挑战性 。 中 图版在学习开始前设置有
“

学 习指

南
”

， 在学 习 结束后设置有
“

案 例研究
”“

作业题
”

和
“

检查进度
”

， 体现了栏 目 编排的完整性 ， 有利于促进

学生知识的 内化。 另 外 ， 在 图像方面 ， 湘教版采用较

多的示意图 ， 而 中 图 版采用较多 的景观 图 ， 前者更注

重培养学生对地形 、地貌形成过程 的认识 ， 符合课标

对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要求 ， 后者更注重培养学生对

地形 、地貌的识别能力 ， 强调学以致用能力 的培养 。

三 、教学建议

１ ． 绘制知识结构 图 ， 引 导学 生 串联知识

知 ｉ只结构 图有利于学生厘清学科逻辑 。 教师在

课堂上绘制能呈现知识点 间联 系 的 知识结构 图或思

维导图 ， 可 以帮助学生提升分析 、归 纳能力 。 教师可

在新单元开始前展示本章的知识结构 图和学习安排 ，

引导学生明确学习 目 标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知识

结构图 的绘制需要地理教师深人 了解教材 内 容 ， 掌握

不同地理知识间 的联系 ， 并能够从地理视角 串联这些

知识点 。

２ ？ 调整非正文部分的栏 目
，辅助 学生建构知识体 系

非正文与正文内容的搭配是否科学 ， 影 响学生知

识体系 的建构 。 对 比 四 版髙 中地理教材 的学 习 逻辑

可以发现 ，不同版本教材在非正文与正文 内容的搭配

方面各有特色 。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 ， 对于部分难

度较高的活动 ， 可补充相应 的提问 ，
以激发学生对问

题的思考 。 此外 ， 教师还可依据实际情况适 当调整阅

读 、思考与操作类栏 目 ， 助力学生 内化新知识 、建构知

识体系 。

３ ． 整合 图像资源 ，
促进学 生对地理过程的认识

充分运用教材 中 的 图像资源 ， 有助于加深学生对

地理过程性知识的理解 。 必修第一册 中 的地貌知识

属于基础性内容 ， 而选择性必修 １ 中 的地貌 内容对学

生的综合思维有更高 的要求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 可

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适 当补充展现地理过程 的示意

图 。 相较于景观图 ，示意图能更形象地展示 内外力作

用对地表形态的塑造过程 ， 能为学生实现从观察地貌

特点到描述地貌形成过程的能力进阶提供
“

脚手架
”

。

４ ． 注重地理活动
，
培养学 生的地理 实践 力

地理活动 的开展能为课堂注入活力 。 教师可在

充分运用教材资源 的基础上 ， 组织学生借助沙盘模拟

地貌的形成过程 ， 或通过开展野外考察 ，认识风化 、流

水 、风力等作用对地表形态 的塑造过程 ， 进而提升学

生的地理实践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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