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2018 年）
第 2 期 第 36-38 页

Vol． 38 （2018）
No．2 P36－P38

作者简介：1.董乔生（1991-），男，河南博爱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2.张
建国（1965-），男，江苏丹阳人，青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地理课程与教

学论研究。通讯作者：张建国。

■董乔生 1，张建国 2

摘 要：地理核心素养是地理三维目标的继承与超越、整合与提炼。在地理核心素养下对地理课程与教学目

标的表述，应以地理三维目标为基本方法和策略，以地理核心素养为基本取向。其表述方式应回归地理三维目标，

行为目标取向与“知识与技能”，展开性目标取向与“过程与方法”、表现性目标取向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结合

三类主要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取向，最终体现和落脚在地理核心素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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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见》中提到，“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

标准”，将核心素养作为课程改革的手段和方式推行，此后“核心

素养”正式进入我们视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

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1〕。地理是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的一门学科，

因此，地理核心素养具有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它的提出伴随而来

的是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述问题。笔者从地理核心素养与

地理三维目标的关系入手、借助三类课程目标取向，分析在地理

核心素养下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述。

一、地理核心素养与地理三维目标
地理核心素养是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概括性的、专业化表

述，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

整合与提炼，是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中及之后所形成的，在解决

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地理

核心素养由四个要素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理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

地理课程与教学从重视单一化的“双基”到丰富化的“三维

目标”，再到多元化的“核心素养”，是不同时期对学生地理学习

提出的具有时代特性的要求和期望。就地理核心素养与地理三

维目标的关系而言，可用“继承”和“超越”来表达。
所谓“继承”多是内涵上的。地理核心素养的四类关键能力和

必备品格，实际上是地理三维目标的提炼与整合，把知识、技能和

过程、方法提炼为能力，把情感态度价值观提炼为品格，能力与品

格的形成即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2〕。地理核心素养是地理三维

目标化为一体的整体表现，因此，地理核心素养内涵可由三个层

面构成〔3〕：最底层是地理“双基”层，以地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为核心；中间是地理问题解决层，以解决地理问题过程中所获得

的基本方法为核心；最顶层是地理思维层，是指初步得到地理科

学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图 2 所示。可以看

出，地理核心素养是在地理三维目标的基础之上继承和演化过来

的，也有学者将其内涵概括为“四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

方法和基本态度与价值观）或“四维”（知识、能力、方法、品格）。

图 2 地理核心素养的三层架构

所谓“超越”多是性质上的。地理三维目标是从注重地理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双基”提升而来的，地理核心素养则是对

地理三维目标的重新建构和完善，在注重知识、能力、方法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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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同时，更强调方法和品格。如上文所述，地理核心素养中的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课程与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思

维”和“区域认知”是基本思想方法，“地理实践力”是基本活动经

验与学习方式，是对地理三维目标的解构和提升。地理三维目标

不是地理课程与教学的终极追求，而是地理核心素养形成的要

素与途径，从地理三维目标到地理核心素养也是必然趋势。

二、地理核心素养下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

表述
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是学生在地理学习时力图促进其身心

发展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水平，是地理课程开发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对于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述研究格外重要。

目前的研究多数只关注在地理核心素养的层级性质上，认

为地理核心素养的四个构成要素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全局性，不

能直接拿来当作具体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而关于地理课程

与教学目标的确定与表述问题的研究甚少，可大体分为三类观

点：第一类是遵循三维目标，如白月桥认为“制定课程目标要按

‘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样的层面来构

建才是科学的”〔4〕；第二类是改良三维目标，如刘次林认为“目

前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语

言格式不如换成‘知识—方法—情态’的格式”〔5〕；第三类是修

正三维目标，如何玉海认为“课程目标由‘知识、能力、品格、方
法’构成的‘四维’课程目标体系”〔6〕。从以上三类观点来看，地

理课程与教学目标无论是遵循、改良还是修正，其实都是在原来

地理三维目标的基础之上派生或演变过来，都没有完全摆脱地

理三维目标，其表述方式虽有差异，但是内涵是相同或相近的。
鉴于上述三类观点，笔者认为，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确定

及表述应以三维目标为基本方法和策略，以地理核心素养为基

本取向，使得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表述方式回归地理三维目标，

最终体现和落脚在地理核心素养上，其关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架构

在三维目标中，“知识与技能”更多强调的是课程与教学结

果，“过程与方法”强调的是课程与教学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则更倾向于课程与教学情感体验。笔者从三类典型的课程与

教学目标取向入手，分析地理核心素养下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

标的表述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

“取向”是指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所采用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

（一）行为目标取向与“知识与技能”表述
行为取向的课程与教学目标由课程开发科学化的早期倡导

者博比特（F.Bobbitt）和查特斯（W.Charters）最早确立的，后来梅杰

（R.F.Mager）等人将行为目标取向发展到顶峰。行为目标是以具体

的、可操作的行为的形式来表述课程目标，它和地理三维目标“知

识与技能”这一维度是相对应的，是期待的学生地理课程学习结

果，言明地理课程与教学结束之后学生身上所发生的行为变化。
这类目标是精确的，如“在我国政区图上准确找出 34 个省级行政

单位”；这类目标是具体的，如“运用地图说出汉语、英语、法语、俄
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主要分布地区”；这类目标是可操作的，

如“运用气温、降水量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
地理课程与教学行为目标表述一般包括四个要素：行为主

体（Audience）、行为动词（Behavior）、行为条件（Condition）以及表

现程度（Degree），简述为“ABCD 模式”。其行为主体是学生而不

是教师，因为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是着眼于学生行为而非教师

行为，在表述时往往省略；行为动词是描述学生所形成的可观测

的具体行为，如解释、比较、分析、归纳、判断、描述、绘出、列举

等；行为条件就是指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如“阅读地

图”“运用实例”“通过示意图”等；表现程度即要求行为主体达到

的程度，如“完全正确”“至少写出两种方案”等〔7〕。以地理核心

素养的“综合思维”为依托，例如：

（学生） 运用地图 归纳世界洋流分布 的 规律。
（行为主体） （行为条件） （行为动词） （表现程度）

观察世界气候图 （学生） 能 在两分钟内 说出世界季风气候的分布。
（行为条件） （行为主体） （表现程度） （行为动词）

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行为取向是“技术理性”的，体现了

“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它将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进行分

解，使其尽可能地具体和精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使得目标的

达成与否易于判断，方便准确评价课程与教学结果。但也应看到

对于地理课程与教学的实施过程不易把握，人的许多高级心理

素质（审美、情趣、态度、品格、价值观等）很难用可观察的外显的

行为进行预设并具体化。因此，在对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知识

与技能”这一维度表述时选用行为取向的表述方式更为合适。

（二）展开性目标取向与“过程与方法”表述
展开性目标也称生成性目标，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杜威（J.

Dewey）关于“教育即生长”的命题。斯腾豪斯（L.Stenhouse）则给

出了展开性目标的另一种意义，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引导”，正是

这种引导使得人类更加自由，更富有创造性。地理课程与教学的

展开性目标不是外部预先规定好的目标，而是在地理课程与教

学中随着课程与教学的展开与推进，而不断引导生成的目标，它

扎根于过去又指向于未来。
地理三维目标“过程与方法”中的“过程”不是地理学意义上

的“地理过程”，也非教与学意义上的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它是

对“科学研究”的一种“仿真”〔8〕，强调学生感知、体验科学家是

如何把“科学的过程”准确、恰当地应用到问题解决中来的。地理

三维目标“过程与方法”中的“方法”不能看作是地理课程与教学

活动中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它是针对科学方法而言的，

“现代地理研究主要采用野外考察与室内试验、模拟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对地理现象的归纳与演绎、实验反馈和模拟化的方

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9〕。“过程”与“方法”是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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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过程中运用方法，方法的运用又推进过程，强调地理课程

与教学活动的展开与生成，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因此，在

表述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过程与方法”时选用展开性目标取向

的表述方式更为合适。以地理核心素养的“地理实践力”和“综合

思维”为依托，例如，观察录像或实地考察，积极动脑思考、主动

参与探索，归纳出酸雨的危害；团队合作收集、整理、展示有关酸

雨的文献资料，汇报酸雨的成因与防治措施，并形成共识。
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展开性取向是“实践理性”的，它注

重师生在地理课程与教学过程情境中的交互作用，突出教师对

学生的引导，强调过程的展开与生成。在目标表述时既要注重

“过程”，又要注重“方法”。就像澳大利亚未来委员会座右铭说的

那样：“未来并不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一个我们要创造

的地方。通向它的道路不是人找到的，而是人走出来的。走出这

条道路的过程既改变着走出路的人，又改变着目的地本身。”

（三）表现性目标取向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表述
表现性目标取向是美国艾斯纳（E.W.Eisner）提出来的。它是

指学生在具体的地理课程与教学活动中与课程情境交互作用中

产生的个性化表现，追求的是学生的多样性、个体性，强调地理

课程与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主体精神、创造性表现以及地理品

格和思维的养成。它不像行为目标那样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关注的是学生在地理课程与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个

性化反映和高级心理过程。
地理三维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学生经过地理课程的

学习在精神与思维层面的建构与表达。这需要教师“邀请”和“唤

起”学生情感态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养成地理思维和地

理品格。这不应是预先规定好要达成具体的条条框框，而是在地

理课程与教学中渗透和激发学生的高级心理素质。就像艾斯纳所

说“一个表现性目标既向教师，也向学生发出一份请帖，邀请他们

探索、追随或几种争论他们特别感兴趣或重要的问题，是唤起性

的，而非规定性的”〔10〕。因此，在对地理课程目标“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的表述时选用表现性目标取向的表述方式更为合适。以地

理核心素养的“区域认知”和“人地观念”为依托，例如：阅读台湾

与祖国大陆的地缘、血缘、历史文化渊源等关系资料，体会台湾省

领土的神圣性，感受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爱国情怀；通过阅

读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历史图文资料，归纳不同阶段流域地理环

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感知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
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现性取向是“解放理性”的。它不

应是、也不可能是某次课程就可以“形成”、“树立”、“养成”既定

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地理品格与思维的，而是需要多次地唤

起、感知、体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地理品格与思维。学生的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地理品格与地理思维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
地理课程与教学的行为目标取向、展开性目标取向和表现

性目标取向是随着课程发展历史的“技术理性”“实践理性”和
“解放理性”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与地理课程与教学“三维目标”

有着内在契合关系。笔者从地理课程与教学的三维目标、三类目

标取向和三类目标价值取向的内在关系上，尝试对地理核心素

养下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进行表述，它们三者就像三股势力

一样平衡着地理核心素养这一原点，织出一张地理课程与教学

目标“网”，如图 4 所示。O是地理核心素养；L1 是地理课程与教

学的“三维目标”一极，ABC 分别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L2 是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三种取向一极，

DEF 分别是行为目标取向、展开性目标取向和表现性目标取向；

L3 是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三种价值取向一极，XYZ分别是技

术理性、实践理性和解放理性，三股势力以地理核心素养为中心

牵引着、平衡着，相互交织出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网”。

图 4 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网”
地理核心素养与地理三维目标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三

维目标的整合与提炼、继承与超越。三类目标取向为地理核心素

养下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述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地

理核心素养下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述不应抛弃三维目

标，而应以三维目标为基本方法和策略，以地理核心素养为基本

取向，使得地理课程与教学目标表述方式回归地理三维目标，最

终体现和落脚在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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