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初中地理课程标准的

特 　色 与 创 　新

□黄京鸿 (西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400715)

　　2001 年 7 月 ,由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地
理课程标准 (实验稿)》颁布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教
育部 1952 年、1956 年、1963 年、1978 年、1986 年、1992

年、1999 年已颁布的针对中学地理教学的第 8 个指导
性文件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国家地理课程标
准。初中地理新课标解放思想 ,勇于开拓 ,鲜明地体现
了当代教改新理念 ,密切针对地理教改重大主题 ,高屋
建瓴 ,为中学地理素质教育 ,导引了成功之路。其主要
特色与创新 ,凸现于以下八个方面 :

一、重理念更新、思路导向 ,课程标准名称、体系新
变化

摈弃沿用 50 余年的“地理教学大纲”称谓 ,以“地
理课程标准”冠名 ,是地理新课标引人注目的首要亮
点。就其基本内涵而言 ,课程标准是“确定一定学校的
课程水平及课程结构的纲领性文件”(顾明远 :《教育大
词典》) 。它涉及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评价、课程管理、课程主体等
课程要素在内的课程系统的诸多方面。教学大纲则一
般认为是“根据教学计划 (课程计划) 中规定的各门学
科的目的、任务而编写的指导性文件”(邵瑞珍、张人
杰 :《中学百科全书》教育学·心理学卷) 。显然 ,前者是
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人本主义

课程论的迅速崛起及与问题中心、学科本位等课程论
的加速整合使现当代课程文化焕然一新 ,以植根崭新
课程文化沃土的《地理课程标准》统整、取代相对局限
的《地理教学大纲》势在必然。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
改换 ,它标志着我国地理教育的理念更新与改革实践 ,

进入新时代。
课标伊始 ,便以简洁、精要的目录体系勾画出其新

构架、新内涵。第一部分“前言”,突出“新理念”。以素

质教育、课程改革为宏大背景 ,科学阐释地理课程性
质 ,全方位推介六大课改基本理念 ,清晰展现设计思
路 ,视野宏阔。第二部分“课程目标”,突出“新内涵”。
全面展示地理素质教育与世界教改接轨的三大方面 ,

反映了与传统教学目标鲜明对比的根本转变。第三部
分“内容标准”,重在“新要求”。首次以行为目标的表
述形式 ,以能力带知识 ,以活动促体验 ,融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及教学评价于一体 ,新颖、简明、逻辑性强且有
弹性地阐明了地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点。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重在“新实践”。精选大量示范案例 ,为地
理学科的特色学习、地理学习方式与评价方式的变革、
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教材编写等提供了既开拓
思路又具体实用的操作指南。地理新课标富有创意的
内容 ,表述新构建 ,使强烈的改革之风 ,扑面而来。

二、构建全面和谐发展的课程目标 ,反映素质教育
新理念

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及“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三方面整合的课程目标取代传统以“双基”为主
的教学目的 ,是地理新课标显著区别于原地理教学大
纲的重大转变。

长期以来 ,受“科技至上”、“唯智主义”等教育思潮
的影响 ,包括地理在内的诸多学科教育 ,基于认知的
“双基”成为教学目的的主宰 ,学生的情意发展多被忽
略 ,学习过程体验及方法学习几为空白 ,严重影响了学
生健全人格的发展。近乎全球性的教育失误已使人类
深刻反思传统教育的弊端。1996 年 ,国际 21 世纪教育
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 :“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
发展 ,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
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 B. P. 布鲁姆、R. M. 加涅
等主张的知、能、情协调以及过程体验、学习策略等教
育心理学理论日益受到关注 ,成为当代世界课程目标
价值取向的重点 ,亦为我国此次课改的显著亮点。课
程目标是人才培养的灵魂与指针 ,地理课程目标的全
面刷新 ,为地理学科全面育人指引了正确方向。

三、回归生活、终身有用 ,展示课程内容新面貌
针对原地理教学内容“学科中心”突出、应用性不

强、育人视野局限等问题 ,新课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
“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及“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
地理”两大基本理念 ,这是人本化教育新思维对“本本
主义”教育弊端的否定与批判 ,也是应对地理科学新发
展及学习化社会挑战之必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全球性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日益严重 ,应用性成为当代地理学的突出特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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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　基 11 月 3 日出席在柬
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 ,并就加强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
并表明了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决心和积极态度。(1)



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使书本地理知识与现实世界紧密
相融 ,不仅激发学生情趣 ,促进有效学习 ,更有利于培
养学生以强烈责任感密切关注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知识经济”、“学习社会”的加速到来使人的一生充满
挑战 ,当代教育更充分注重对学习者的终极关怀。“学
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利于学生在应对未来激烈
竞争中把握更多主动权。德、日、英、法、俄、美等发达
国家对此均已率先实践。地理新课标审时度势 ,力主
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提供给学生与生活和周围世
界密切相关的地理知识 ,侧重基础性的地理知识和技
能 ,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力主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
的地理 ,重点突出“反映全球变化形势 ,突出人口、资

源、环境以及区域差异、国土整治、全球变化、可持续发
展等内容”,这无论对服务社会、学科发展或学习者的
一生 ,都将影响深远。

四、倡导自主、探究、体验、合作 ,突出学习方式新
变革

学习方式是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基本的认
知和行为取向。“应试教育”背景、“教师中心”模式 ,以
“双基”为主要学习任务 ,死记硬背 ,题海战术 ,被动、机

械、封闭成为学生学习方式的主要特征。这显然完全
不能适应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素质教
育。地理课程目标及学习任务的全面刷新必然要求学
习方式的根本变革。地理新课标着眼学习理论新成
果 ,借鉴教改实验新经验 ,从理念到案例 ,大力倡导自
主、探究、体验、合作的学习 ,令人耳目一新。“自主”相
对于“他主”,“探究”相对于“接受”,“体验”相对于“包
揽”,“合作”相对于“单个”,以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激发学生主动创造及协作精神为要义的学习新方式 ,

与种种束缚、压抑自主精神和创造活力的旧学法 ,泾渭
分明。

现代教育心理学指出 ,学生是有着完整的人的生
命表现形态而处于发展中的、以学习为义务的人。只
有以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深层次的认知参与为核心的学
习方式 ,才能促进其实现最有效的学习。自主 ,唤起自
尊、激发感情 ;体验 ,丰富感受 ,活跃思维 ;探究 ,开启心
智 ,放飞精神 ;合作 ,密切交流 ,激励创新。地理新课标
倡导的全新学习方式 ,将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与创造

的主人。

五、基于信息技术 ,注重信息素养 ,强调信息学习
新环境

20 世纪后期 ,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快步进入信息社会。由于信息
技术成为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巨大推动力及最具潜力
的生产力 ,信息化水平成为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与综
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整体提高年轻一代的信息素养 ,

成为世界教育应对信息时代的战略决策。对于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明确提出 :“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
的普遍应用 ,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

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这是以信息化
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行动纲领。

地理新课标显著突出了地理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
地位。在“基本理念”部分 ,首先明确提出了“构建基于

现代信息技术的地理课程”。要求教师“在课程内容选
择、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和教学评价中 ,要充分考虑现代
信息技术的影响 ,为发展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创
造适宜的环境”。在“实施建议”部分 ,还提供了培养及
评价学生地理信息技术能力的具体案例 ,以利于开拓

思路与实践导行。这些原地理教学大纲不曾具有的新
理念、新特色 ,将有力促进师生信息技术观的深刻变

化 ,使地理素质教育的信息技术化 ,出现新飞跃。
六、构建开放式地理课程 ,拓展课程文化新视野
传统地理教学多承袭狭义的课程观 ,视课程为学

校的学科。由此 ,以教师、课堂、课本为中心的课程文
化及教学模式不断强化 ,与活生生的大自然及丰富多
彩的人文世界日益疏远 ,以致培养的学生多应试能力
强而应用能力差 ,难于很快适应问题繁复、竞争激烈的

现实世界。
地理新课标基于现当代最广义的课程观 ,即课程

是我们试图带给学生的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能获得
的一切经验 ,提出“构建开放式地理课程”新理念 ,刷新
了狭义的课程观。按照广义的课程观 ,“天地皆书卷 ,

世界即课堂”。因此 ,课程资源必然由校内向校外的自
然世界与人文世界开放 ,课程资源的开发、建设者也必

然由学科专家向广大地理教师以及为地理课程建设所
需的一切社会人士开放。由此 ,地理新课标明确提出

“形成学校与社会、家庭密切联系 ,教育资源共享的开
放性地理课程”,除了“积极建设学校地理课程资源
库”、“充分利用学校地理课程资源”,还应“合理开发校
外地理课程资源”,包括青少年活动中心、地理教育基

地、图书馆、科技馆、气象台、天文馆、博物馆、陈列馆、
展览馆和主题公园、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区
域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毫
无疑问 ,课程资源的利用 ,不仅密切了学校与社会的必
然联系 ,也将极大拓展学生满怀情趣学习、探究与创造

的空间。
七、过程与结果并重 ,多元评价 ,激励发展 ,阐明课

程评价新思路
长期以来 ,受传统智力观及相应评价观的影响 ,针

对知识和能力目标学习结果的纸笔测试几乎成为评价
学生学习优劣的唯一手段。这种重定量轻定性、重甄
别轻促进的单一的评价模式 ,严重伤害了大多数学生
努力进取的积极性 ,也严重削弱了教育的整体效益。
改革考试评价制度 ,成为我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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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基说 ,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 ,有利于各国发挥各自
优势 ,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有利于各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 ,提升本国和本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
位。并提出了坚持平等协商、互惠互利 ;坚持项目为主 ,注重实效 ;坚持突出重点 ,循序渐进的三点建议。(2)



一重大核心问题之一。
20 世纪中后期 ,现代智力观迅速崛起。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 H. 加德纳于 80 年代提出“多元智力”(语言、

逻辑、空间知觉、运动、音乐、交往、自我认知、自然观察
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R. J . 斯腾伯格于 90 年代提出
“成功智力”(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实践性智力) ;

巴布娜·柳纳则早在 60 年代就提出“情绪智力”(即情
商) ,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了传统以“智商”高低分优劣的
片面性。与其相应 ,以“质的评价”、“促进发展”为取向
的第四代评价理论应运而生 ,这些重要理论为当代课
程评价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改革大背景下的地理新课标不再如原教学大纲把

认知性教学内容要点作为评价要点 ,而是倡导多元评
价、发展性评价。关注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态度、行
为方法的整体变化 ,坚持学习结果与过程并重的评价 ,

创设“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这
种基于“以人的发展为本”的课程评价新变革 ,为每位
学生积极主动而有个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八、由传授者、主宰者、执行者到促进者、引导者、
研究者 ,教师角色新定位

教学是教师引起、维持或促进学生学习的所有行
为 ,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共同活动。初中地理新
课标在其目标、内容、学习方式、技术环境、课程文化、
评价体系等方面全方位更新的同时 ,指出了教师角色
的新变化。

首先 ,是由知识传授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传
统教学以知识为本 ,教师为知识的唯一拥有者 ,“传道、

授业、解惑”,以“讲授”为中心 ,把学生当做容器。地理
新课标以学生发展为本 ,视学生为课程的行为主体 ;强
调在其学习生活的各方面及学习过程的始终 ,都是自

在、自主、自为的主人。显然 ,注入式的知识传授者 ,已
不称职。如课程标准中“案例”所示 ,帮助学生制定适
当的学习目标 ,选择必要的学习策略 ,创设丰富的教学
情境 ,激发学生情趣、动机 ,不断导引学生质疑问难、求
索反思 ⋯⋯总之 ,为学生主动、高效学习提供各种便
利 ,这才是学习的促进者。与之相应 ,教师亦由无上权
威的主宰者转变为师生和谐互动的引导者 ,即学习共
同体“平等中的首席”。

同时 ,地理新课标也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利。

例如 :对教学内容的适当取舍 ,对教学实施与评价的自
主选择 ,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开发、编写教材等 ,这表明
地理教师不再是大纲、教材的被动执行者 ,而是与主管
领导、教改专家等共担责任的主动的学习研究者与创
造者。

总之 ,初中地理课程标准以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向
我们展示了地理素质教育的新视野 ,也标志了一个地
理课程改革新时代的开始。学习、领会课程标准的新

理念是投身课程改革的前提 ,更重要的 ,是将这些新理
念运用到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提高地理素质教
育的效益 ,同时 ,也只有通过实践 ,才能深化、丰富对新
理念的认识。全面挑战传统教育理念的地理课程改革
大潮正汹涌而来 ,为了新世纪的教育理想 ,让我们以饱
满的热情积极投身课改 ,孜孜不倦地去学习、探究和创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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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合订本》即将发行 ,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 ,邮购价 :68. 00 元 (含邮挂费) 。
购买以上书刊 ,请汇款至 :710061 　西安市陕西师大《中地参》编辑部 　易丽娟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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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教育 ★★

　　教育部要求各类学校积极开展再就业培训 　教育部日前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劳动力市场变化和产业结构
调整的需要 ,充分发挥现有各类学校、培训机构和社区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积极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
训。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 ,将成为教育系统今后的一项重要职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