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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大概念视角的高中地理论证式教学研究

陆才稳

　 　 【摘　 要】依据课标内容要求,研读教材节设计,提炼教材节大概念,联结单元大概念与课时大概念,并参照

图尔敏论证模式,以大概念论证为核心,提出大概念视角的高中地理教材节内容论证式教学路径:挖掘教材课

文对课时大概念的论证逻辑,以课时大概念论证逻辑探讨教材情境,在尺度转换中实践节大概念的论证逻辑。
以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1“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为例,开展了教学实践。
　 　 【关键词】大概念;论证式教学;时空分异;陆地水体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进一步

精选了学科内容,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

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1],
“大概念”“结构化” “主题” “情境化”成为新一轮课

堂教学改革的承载点。 论证式教学是将以“论证”为
核心的教学策略和活动引入课堂,让学生明确地经历

提出主张、寻求和评价证据、为主张辩护和反驳等互

动交流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建构知识和发展

思维[2]。 本文将图尔敏论证模式中的元素与节大概

念、课时大概念和情境相结合,提出了大概念视角的高

中地理论证式教学路径,并以人教版高中地理选择性

必修 1 第四章第一节“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为例,
进行了大概念视角的高中地理论证式教学实践尝试。

一、大概念助推高中地理教材节教学内容结构化

地理事实与地理现象、地理课中的具体概念、地
理课时大概念、地理单元大概念、中学地理课程大概

念、地理学科大概念和跨学科大概念,展现了地理大

概念的提炼路径和自身层级。 地理教材是地理教师

开展教学尤其是新课教学的重要参考。 教材的编写

既关注学科逻辑,也重视认知逻辑,编写体系为“单
元—节”或“章—节”,“节”内容与课标内容标准关系

密切,多是一节教材内容对应一条课标内容标准,需
要两个及以上课时来完成。 在地理课时大概念和地

理单元大概念之间构建地理教材节大概念,有助于统

摄新课课时教学,并提升教材节教学的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培育效果。

“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对应的课标内容要求

为“绘制示意图,解释各类陆地水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 人教版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1 将这一内容设置

于第四章第一节,分为“陆地水体”和“陆地水体的相

互关系”两个标题,两部分内容紧密关联,可以将“陆
地水体的相互关系”看成是陆地水体与环境关系的

尺度转换的结果。 结合课标内容要求指向和教材编

写逻辑,可将教材节大概念归纳为“陆地水体与环

境、陆地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时空分异特性”,
据此可建构教材节大概念视角的知识结构体系(具
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知识结构体系

二、论证式教学促进高中地理节内容教学过程情

境化

论证式教学指向基于事实和推理得出理性结论

的思维过程训练。 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主张、资料、
根据、限定、反驳和支持六个元素[3]。 其中,“主张”
是结论或立场,“资料”用于作为主张的事实,“根据”
是对主张事实的进一步说明,“限定”指出主张适用

的范围,“反驳”提出主张具有例外,“支持”是对主张

的“根据” “限定”或“反驳”的解释(利用学科思想、
·1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　 　 2023. 5　 　 　 　 　 　 　 　 　
HIGH SCHOOL EDUCATION:HISTORY AND GEOGRAPHY TEACHING AND LEARNING

　 　 　

原理和规律等)。 高中地理教材节内容分为课文和

情境两大部分,各类图像融于课文和情境,课文重在

介绍基本知识并呈现观点,情境重在培育学科素养并

引导学生发现观点。 因此,课文、情境和贯穿其中的

图像,以及学生的“挖掘、探讨”行为可与图尔敏论证

模式的“主张、资料、根据、限定和反驳”元素关联。
据此,教师可引导学生在挖掘课文内容和探讨情境问

题中,开展和教材节内容的“对话”,领会教材对课时

大概念和节大概念的论证逻辑。 具体操作路径是先

“挖掘教材课文对课时大概念的论证逻辑”,再“以课

时大概念的论证逻辑探讨教材情境”,最后“在尺度

转换中实践节大概念的论证逻辑”。
简要梳理“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这节内容的

课文与情境,可以发现:导入部分的情境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咸海急剧萎缩”;“陆地水体”部分,课文

介绍了陆地水体的组成,以及陆地水体与自然环境、
人类活动的关联,情境为“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

量最大的淡水湖泊”;“陆地水体的相互关系”部分,
课文先介绍了河流是连接陆地其他水体的纽带及原

因,然后分别介绍了河流与湖泊、地下水、冰川积雪融

水的补给关系,情境则有“洞里萨湖与湄公河的相互

补给”和“了解影响科罗拉多河径流的因素”。 在梳

理清楚节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课时大概念的确定和

分解,建立有关陆地水体的地理事实与现象、地理具

体概念和地理课时大概念的关联,最终由课时大概念

提炼出教材节大概念,这个过程包含了图尔敏论证模

式的六个要素,实现了高中地理节内容教学过程的情

境化。
三、大概念视角的高中地理论证式教学实践

“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教学共安排两课时。
两课时均包含品读教材论证任务和情境研讨任务,选
取表格作为论证逻辑的支架工具。

1. 挖掘教材课文对课时大概念的论证逻辑

第一课时,教师设计的品读教材论证任务为:阅
读教材“陆地水体”部分,并结合所学知识和相关资

料填写表 1 画线部分,挖掘教材对陆地水体与环境关

系的论证逻辑。 构建的课时大概念为“陆地水体与

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具有时空分异性”。
教师既要注重引导学生挖掘某一自然或人文地理要

素与陆地水体关系的论证逻辑,也要引导学生关注一

　 　 表 1　 教材对陆地水体与环境关系的论证逻辑

论证

概念
概念分解

教材对地理具体

概念的论证

结合资料查找地理

事实与现象

陆 地

水 体

与 自

然 环

境、人

类 活

动 相

互 影

响　

自 然 环

境 影 响

陆 地 水

体　

气候影响河流;

气候影响冰川;

地形影响沼泽;

地质构造影响

湖泊

亚马孙河水量丰富;

珠穆朗玛峰山岳冰川

减小;

三江平原沼泽广布;

贝加尔湖蓄水量大

人 类 活

动 影 响

陆 地 水

体　

人类活动影响

河流水质;

人类活动影响

湖泊水量;

人类活动影响

地下水水质

生活、生产废水超标

排放;

南京高淳区固城湖退

圩还湖;

沿海过度开发地下水

引发海水倒灌

陆 地 水

体 影 响

自 然 环

境　

湖泊影响气候;

冰川塑造地形

玄武 湖 边 昼 夜 温 差

较小;

北美五大湖的形成与

冰蚀有关

陆 地 水

体 影 响

人 类 活

动　

河流影响人类

生产、生活;

湖泊影响人类

生产、生活

黄河与塞上江南;

阳澄湖与大闸蟹

因一果推理模型真实性的欠缺和存在的思维进阶

价值,此外还可引导学生思考青海湖的淡咸时间变

化,以及巴尔喀什湖东咸西淡的空间变化的论证

逻辑。
第二课时,教师设计的品读教材论证任务为:阅

读教材“陆地水体的相互关系”部分,并结合所学知

识和相关资料,填写下页表 2 画线部分,挖掘教材对

陆地水体相互关系的论证逻辑。 构建的课时大概念

为“陆地水体相互联系,需从时空分异视角关注陆地

水体间的水位关系”。 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挖掘两

种不同陆地水体之间的关联的论证逻辑,还可引导学

生思考洞里萨湖与湄公河水位差异出现季节性变化

的论证逻辑。
2. 以课时大概念论证逻辑探讨教材情境

第一课时,教师设计的情境问题为:阅读教材导

入部分,结合所学知识和相关资料,了解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咸海急剧萎缩的原因,并补充、完善下页

表 3 画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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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挖掘教材对影响湖泊水体

的主要地理因素的论证逻辑,还可引导学生思考淡水

湖和咸水湖水体面积变化差异的论证逻辑。
第二课时,教师设计的情境问题为:阅读教材活

动,结合所学知识和相关资料,了解影响科罗拉多河

径流的因素,并填写表 4 画线部分。 教师要注重引导

学生挖掘教材对影响河流水体的主要地理因素的论

证逻辑,还可引导学生思考河流不同河段的径流量季

节变化差异的论证逻辑。

3. 在尺度转换中实践节大概念的论证逻辑

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教材节大概念知识体系建构

(如图 1 所示),并阐述其内涵,选择我国区域可持续发

展优秀案例及最新高考试题进行适当改编,让学生通

过时空尺度的转换应用节大概念,感悟地理学科的应

用价值,实践大概念视角的高中地理论证思维逻辑。
任务一:宁夏中部地区,人们在耕地表层铺设 10 ~

15 厘米厚的砂石用以发展种植业,这种田被称为砂

田。 砂田可增加干旱区土壤墒情,提升农作物产量。
　 　 表 2　 教材对陆地水体相互关系的论证逻辑

论证概念 概念分解 教材对地理具体概念的论证 结合资料查找地理事实与现象

陆地水体的

相互关系

河流与湖泊的

关系

位于河流中下游的湖泊,调节河流径流;

人工湖泊、水库,可人为调节径流;

发源于山地的湖泊,是河流的发源地;

内流区的湖泊,是河流的终入地

洞里萨湖与湄公河相互补给;

借助三峡水库,可人为调节长江径流;

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

阿姆河和锡尔河注入咸海

河流与地下水

的关系

河流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河流补给地下水;

河流水位低于地下水位,地下水补给河流

河流丰水期,地下水位较低;

河流枯水期,地下水位较高

冰川、积雪融水

与河流的关系

夏季气温高,冰雪融水补给量大,河流径流量大;

春季气温回升,积雪融水补给,河流出现春汛

阿克苏河夏季径流量占比高;

松花江春季径流量明显回升

　 　 表 3　 教材导入情境“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咸海急剧萎缩”的论证逻辑

论证概念 概念分解 地理具体概念 地理事实与现象

多因素影响

湖泊水体

湖泊的咸淡

源头湖泊为淡水湖;

吞吐湖泊为淡水湖;

终点湖泊为咸水湖;

海迹湖泊为咸水湖

长白山天池是松花江的源头;

库苏古尔湖有多条径流汇入,支出方式主要是径流;

青海湖有径流汇入,支出方式主要是蒸发;

里海原与地中海相连,后因海陆演变而分离

湖 泊 的 面 积

变化

湖水收支影响湖泊的面积,需要界

定特定时空 背景下的主要影响

因子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咸海流域灌溉农业发展迅速,进入咸

海的径流量快速减少,咸海急剧萎缩

　 　 表 4　 教材活动情境“影响科罗拉多河径流的因素”的论证逻辑

论证概念 概念分解 地理具体概念 地理事实与现象

多因素影响

河流径流量

径流量与河段

有关
收入多、支出少的河段径流量大

科罗拉多河上游有冰雪融水和较多的山区降水补给,径流

量大;下游降水少,蒸发、渗漏和灌溉用水多,径流量小

径流量与季节

有关

收支季节变化,导致河流径流季节

变化

科罗拉多河上游冬季降雪多,积雪量大,但气温低,融化

少,径流量小;夏季冰雪融化,径流量大

径流量与人类

活动有关
水库调蓄下游径流

胡佛大坝建成以后,大坝下游某断面流量年际变化变小,

大坝的蓄水和放水功能调节了大坝下游河流流量的季节

变化和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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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地协调观和水循环的环节入手,分析砂田对土壤

湿度的影响。
(1)论证路径

宁夏砂田是干旱区劳动人民通过改善自然条件

促进农作物生长,实现人地协调发展的产物。 教师要

引导学生从“岩石”这一要素出发,以区域气候特征

为基础,联系水文、生物要素,论证砂石覆盖层对水循

环环节的影响并增加土壤水分的逻辑;基于当地气

候,对砂石能够影响的蒸发、水汽输送、降水、地表径

流、下渗和地下径流等环节进行筛选,并从要素关联

的视角进行作答。
(2)答案陈述

宁夏气候干燥,蒸发旺盛。 在耕地表层铺设砂

石,能削减地表径流、增加下渗、抑制蒸发、增加土壤

湿度,是干旱区一种有效的保护性耕作方法。
任务二: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给出我国青海、甘

肃、宁夏三个省级行政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

措施。
(1)论证路径

探究青海、甘肃、宁夏水资源在粮食生产可持续

发展中的利用,实质是探究特定时空背景下陆地水体

中的淡水资源对农业活动的影响。 青海、甘肃、宁夏

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增加总量”这一措施的可行

性小,有效措施是践行人地协调观,坚持发展农业节

水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合理分配水资源。
(2)答案陈述

采用先进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强管

理,优化水资源配置。
任务三:图 2 示意祁连山部分地区的水系及冰川

分布。 祁连山地区的现代冰川面积大,一般发育在海

拔 4000 米以上,其中疏勒河流域冰川面积是北大河

流域冰川面积的两倍多。 根据上述冰川面积大小及

分布状况,推测疏勒河流域与北大河流域冰川分布区

的地形差异。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分析祁连山

冰川对当地气温的调节作用。
(1)论证路径

地形影响气候,进而影响山岳冰川的分布,第一

问实质是要求探究特定时空背景(祁连山地区的现

代冰川)下的单一要素关联,即陆地水体中的冰川受

图 2　 祁连山部分地区的水系及冰川分布

地形的影响,需从区域差异比较视角进行论证。 第二

问要求分析冰川对当地气温的影响,实质是探究特定

时空背景(全球气候变暖下的祁连山地区)下冰川对

局部气温的调节作用,需论证冰川对小尺度区域发挥

降温作用的原理。
(2)答案陈述

疏勒河流域海拔大于 4000 米的区域分布广、完
整成片;北大河流域海拔大于 4000 米的区域分布小、
分散破碎。

冰川反射太阳辐射,减少地面辐射;冰川消融吸

收热量,降低气温,缓解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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