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演进及对课堂教学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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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地理要素整体性思想，采用几何结构表达方式，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课

程目标逻辑结构的演进历程及对地理课堂教学形态的影响。以核心文本为中心，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目标表述经历过两次重要的变化，据此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目标

演变历程划分为３个阶段：（１）２０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末“点线单向式结构”的“双基目标”（基石）；（２）２１
世纪头１５年“立体三向式结构”的“三维目标”（延展）；（３）正在践行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球体多

向式结构”的“核心素养目标”（完善）。这３个阶段的发展是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均对中国地理课堂教学

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１）不同阶段的教育课程目标直接影响了地理课堂教学的实践形态；（２）

不同形态的地理课堂教学实践在实现其对应的课程目标时，也产生了不少的偏差，地理能力的培养未能

全部体现；（３）当前“核心素养目标”指导下的“地理核心素养目标”有助于进一步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地理

能力。结论建议以“知识课堂”“活动课堂”和“开放课堂”３种课堂教学形态的协同实践，促进培育具有

地理核心素养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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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经历了８次课程改革，每一次课改对课程目标都有新的要求。其中，

１９５２年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①２００１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②２０１６年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③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基础教育课
程目标变革的标志性文本，其课程目标的表述可分别凝练为“双基目标”“三维目标”“核心素养目标”，具
有时代性的变革意义。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迅速摒弃“过时”的课程目标，跻身新目标行列的所谓“新
课堂”，其教学形态却不一定完全落实新课程目标。主要原因是课程目标内涵与结构，对学科教学的理
念、内容、方式和方法等教学形态具有引导与限制作用。本研究以地理课堂教学为例，一方面分析不同
课程目标的推行对地理课堂教学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讨论在具体实践中地理课堂教学与课程目标之
间的偏离，最后分析“核心素养目标”方案对当前地理课堂教学的影响，并给出具有操作性的实施建议。

一、“双基目标”下的“知识课堂”地理教学形态

１９５２年３月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出中学的教育目标
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并首次明确提出“双基”概念，④之后在我国基础教育
中存在５０多年。不可否认，“双基”目标不仅恢复了教学的正常秩序，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曾对我国的
基础教育起到积极作用，但现在它已慢慢退隐于教育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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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双基”的“点线单向式”目标结构
“双基”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重点，一方面讲求精讲多练，主张“练中学”，相信熟能生巧，所培养

的是知识型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教师本位论，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地位，学生是教师的服从者，导致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和技能，其创造性和主动性被忽视。此种教学结构可称为“点线单向式”目标结构（图

１），教学过程中教师源源不断地向学生灌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容易导致的消极问题主要包括：（１）学
生迷信权威、思维定势；（２）学生负担过重、兴趣丧失。①

图１　“点线单向式”目标结构示意图

（二）落实“双基”的地理“知识课堂”案例举隅
“双基”目标，窄化了地理的育人功能，随之而来的是教师不合适的教学理念、形式和方法。例如过

于刻意关注世界之最，只追求位置范围的名称及其简单理解，教学忽视德育、轻视社会实践、缺乏课外活
动，阻碍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对学科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发展等等，导致很
多学生“读死书”的不良后果。②③ 简言之，地理课堂教学在落实“双基目标”的过程中体现的是“知识课
堂”，注重的是具体地理知识的传输，实行“以师为本”的课堂教学形态。下面是随机选出的２０世纪６０
～９０年代的常见试题（图２），比较明显地体现出该时代教学形态的风格和形式。

案例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某年地理高考试题

１．下列湖泊：　　　　　　（　 ）

Ａ．里海—世界最大的咸水湖　　　 Ｂ．贝加尔湖—世界最深的咸水湖

Ｃ．死海—世界海拔最低的咸水湖　 Ｄ．红海—世界盐度最高的咸水湖

３．地壳化学元素含量第４—６位的顺序是　 （　　）

Ａ．Ｃａ、Ｆｅ、Ｎａ　　　　　 Ｂ．Ｆｅ、Ｎａ、Ｋ
Ｃ．Ｆｅ、Ｃａ、Ｋ　　　　　 Ｄ．Ｆｅ、Ｃａ、Ｎａ
３４．读图，回答：（５分）
（１）国家名称：Ａ是　　　，Ｂ是　　　。

（２）高原名称：Ｃ是　　　，Ｄ是　　　。
（３）Ｅ湖的名称是　　，它是仅次于　　湖的世界第二大淡水湖。Ｆ湖的名称是　　，它是仅

次于　　湖的世界第二深湖。
（４）Ｂ国沿海为　　气候，其他地方为　　气候。

在“双基目标”时代，无论选择题还是综合题，试题背景都很简单或没有背景，试题立意与设问吻合，

缺乏学习兴趣和学以致用的引领，“认真”考核“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命题具有课本知识再现和填图
技能为主这两大特点。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的不断进步，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知识型人才”不
能满足社会需要，“双基”目标逐渐势弱。

二、“三维目标”下的“活动课堂”地理教学形态

１９９７年颁布的《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一
批“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
标在２００１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继续得到强化并在各省区全面推广。素质教育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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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要求远远超过“双基”目标，重要的问题之一即如何落实素质教育目标。“三维目标”于我国第８次课
程改革中应运而生。

（一）基于“三维”的“立体三向式”目标逻辑结构
“三维”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达到的３个目标维度，即：知识与技能（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过

程与方法（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ｅｐ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Ｖａｌｕｅｓ）。它们是统一的不可分
割的整体，是一个课程目标的３个方面，而不是３个独立的课程目标。“三维目标”不是全盘否定“双基
目标”，而是把“双基”纳入或融入到三维目标当中，将课程目标由一维扩展为三维，将以师为本的传统课
程目标上升为以学生全面发展为重点的符合现代教育观的新目标；它不仅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而且
重视对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关注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情感态度的提升。

图３　“三维目标”的逻辑结构示意图

“三维目标”结构见图３。于“双基”目标而言，“三维目标”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以学生为出发点。其
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主要角色包括：（１）引导学生由知道、领会到应用（包括分析和评价）逐
层次掌握知识和技能（Ｘ维）；（２）引导学生体会到模仿、操作、迁移逐层次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学习过程
（Ｙ维）；（３）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接受程度、对情感的反映与评价状态，以及学生个性化的体
现，逐层引导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取得收获（Ｚ维）。知识技能目标决定教学的宽广度，过程方
法目标决定教学的有效度，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决定教学的深刻度。３个维度互相促进、相互补充、均
衡发展，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由内而外全方位立体发展的有素质的人，而不
只是知识的储蓄罐。① 教学中，目标层次交聚处为学生的发展水平（ｏ－ｎ）。比如：原点附近Ｘ１、Ｙ１、Ｚ１
交聚处为低水平发展区“ｏ”，其教学形态是：Ｘ维上为程度不深的“知道”层次，Ｙ维上为机械“模仿”学习
层次，Ｚ维上为“接受”层次；若学生采用适宜自己的优秀个性化学习方式（Ｚ３），能迁移应用地学习（Ｙ３），
学习程度到评价层次（Ｘ３），则处于最高水平发展区“ｎ”区。

（二）“三维目标”的地理课程实践偏差
“三维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同水平教师对三维目标的理解、重视和运用的层次差异，三

维目标落实不均衡，使维度和层次自由组合形成的学生学习发展空间位置各异，例如：过于强化知识和
技能，忽略其他维度目标，学生的发展趋势便是随着Ｘ的增长，Ｙ、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次或缓慢发展，
目标模型由正方体变为向Ｘ方向延伸的，Ｙ、Ｚ缩减的长、宽、高互不相等的长方体（图４），学生发展受限
制或不正常发展。表１展示的是在地理教学实践中，不重视三维整合发展而造成的几种典型目标偏差
的教学形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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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维目标”不均衡落实结构示意图

表１　典型目标偏差的教学形态及其教学设计与评价比较

目标偏差教学
形态类型

“中南半岛的地形特征”教学实录 评价

（１）知识技能强
化型（重视 Ｘ，
弱化Ｙ、Ｚ）

请同学们看书回答中南半岛的地形特征是什么？完成
填图练习１。学生看书，然后做填图题，最后对答案。
（用时８分钟）

学生成为教师灌输知识的容器，
学习兴趣受到摧残。教学容易机
械死板、呆滞沉闷。

（２）过程方法强
化型（重视 Ｙ，
弱化Ｘ、Ｚ）

一、分组学习（每组１３人）：（１）第１小组讨论主要地形
区，有同学快速找到了答案，其他同学也就算完成了任
务；第２小组讨论地势特点；第３小组讨论地形特点；
第４小组总结地形特点。都不知道怎样探索，秩序混
乱，最后从书本上找到结论。（２）各组汇报（用时１５分
钟）。二、模型制作：用橡皮泥制作中南半岛地形模型
（用时１０分钟）。

教师盲目应用新课程倡导的“自
主、合作、探究”学习，盲目体现方
法多样，因此方法应用表面化（如
各组任务太少且分配不均衡，无
学法指导）、重复累赘，看似热闹，
实则浪费时间，秩序混乱。

（３）情感态度价
值观强化型（重
视 Ｚ，弱化 Ｘ、

Ｙ）

请同学们观察地形图，写一首诗，概括中南半岛的地形
特点，然后依次朗诵各自的诗句作品。教师最后总结：
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在５０年代访问东南亚时写《赠缅甸
友人》：“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我吸川上流，君喝川
下水；彼此地相连，依山复靠水。山山皆向北，条条南
流水。”大家看，老革命家对地理山川了如指掌，对邻国
友人情深意厚，仿佛世间万事万物都尽揽其间，且文笔
生动，用词非常之妙，读起来朗朗上口，寥寥几句就勾
勒出恰如其分的地形特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好！
根据诗词，请同学说说中南半岛的地形特点。学生重
复诗句，教师修正为地理专业表达（用时１５分钟）。

一方面，泛化和窄化了地理学科
Ｚ维目标的内涵。基于东南亚地
形特点的“情感”内容，应该增强
学生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好奇
心、审美情趣，激发其探究地理问
题的兴趣和动机，提高学习地理
的兴趣。该教学设计没有体现出
来。另一方面，致力于体验法，倡
导实践性学习，但是容易出现：
（１）教学时数不够和地理学科特
点弱化的问题；（２）空洞虚化的地
理教学形态问题。

　　（三）“三维目标”整合的地理“活动课堂”案例举隅
“三维目标”在具体实践中的实现主要在于得当的“活动课堂”的实施，但此类课堂教学效果与教师

的课堂教学能力和方式有直接的关系。下面以“中南半岛的地形特征”地理“活动课堂”为例略作分析。
案例２：基于三维目标的“中南半岛的地形特征”教学形态举隅
师：请同学们根据中南半岛地形图，用橡皮泥捏出中南半岛的地形模型。成型后要标注你认为

重要的地形区名称。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或咨询老师。
学生兴高采烈地开始制作。“为什么这里要捏高些？”“地形图上颜色较红，高度为１０００米”“这

里要深陷下去”……“所有的河流山脉都要捏出来并标注地名吗？”（师：只需要地理图册上标注出名
字的大山大河即可）（用时１０分钟）。

师：地形特征包括地势高低和地形类型及其分布，大家观察模型，用精准的语言把中南半岛的
地形特征描述一下。

生：北高南低，一山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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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地势概括为“北高南低”，很好！地形的概括有点问题，只有一条山一条河吗？应该怎样表
达？教师手势示意，启发出“相间”关键词。

师生共同总结：北高南低，山河相间，南北纵列（用时３分钟）。
上述案例显示，教师三维目标都重视的整合目标教学设计，使得学生能够在模型制作的活动中，不

知不觉地、印象深刻地在地图上指出主要地形区，同时训练了制作和分析地形特点的技能，并且在对话
交流、归纳地形特征时，体会到了收获的快乐。由此可见，在方法过程设计良好的学习中（Ｙ维），知识和
技能得到很好的落实（Ｘ维）。同时，学生通过动手、动脑、协作活动，感受到地理学习的有趣和愉快，并
且在师生、生生交流互动中，获得情感和能力上的极大满足（Ｚ维）。

三、“核心素养目标”下的“开放课堂”地理教学形态
“三维目标”强调有机统一，只有实现三维目标整合的教学才能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缺乏任一维度

目标的教学都会使学生的发展受损。① 然而，如前述分析所示，操作过程中经常因为很难把握平衡而偏
离素质教育的基本方向，变得畸形。为了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核心素养”登上了教育舞
台。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３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颁布，这项历时３年出炉的权威研究成
果，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表现、落实途径等做了详细阐述。这份核心素养的发布对今后的课程
修订、课程建设、学生评价等众多事项都有重要影响，也标志着新课程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加大，课改进入
了新一轮的深水区。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开放多向式”目标逻辑结构
相对于三维目标，素养更具有内在性和终极性的意义，素养是素质加教养的产物，是天性和习性的

结合。②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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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需要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它将“三维目标”的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提炼为能力，将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提升为品格，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３个方面，分别
对应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６大素养。具体而言即涵盖人文积
淀等１８个基本要点，将文化、个人、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不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也不限制学生个
人的发展，并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图５）。

　　　图５　核心素养的含义　　　　　　　　　　图６　核心素养逻辑结构示意图
“核心素养”结构（图６）以学生为中心向外延伸展开：（１）文化基础作为一个学生的基本素养，在平

面上沿“Ｘｍ－Ｘｎ”横向伸展；（２）“社会参与”促进了“文化基础”向应用方向发展，这是学生学习的根本
意义，所以其在平面上与“Ｘｍ－Ｘｎ”垂直交差，沿“Ｙｍ－Ｙｎ”延展；（３）自主发展是学生的自我提升、个
性发展，在空间上垂直于“Ｘ－Ｙ”平面，沿“Ｚｍ－Ｚｎ”向纵深方向延展。３个轴上分别有两个节点，就是
Ａ、Ｂ、Ｃ、Ｄ、Ｅ、Ｆ这６个基本素养。他们与“Ｏ”（学生）的距离相等，意味着在培育“核心素养”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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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各个素养上所给予的关注力度是等同的。每个节点所处的平面相互垂直构筑成一个正方体，其抗
压性保证了“核心素养”的稳定性。６个素养分别涵盖的３个基本点，在结构中是这样的区位：以０点为
圆心，ＯＡ为半径，ＡＢ为直径，作图可以得到一个大圆圈，同理我们可以得到ＣＤ、ＥＦ为半径的另外两个
大圆圈，３个大圆圈织成一个圆球体，６个基本素养所组成的正方体完全被此球体所包围，每一个基本素
养中的３个基本要点（如 Ａ１、Ａ２、Ａ３）均与此圆球相接，并可以不断地向周围辐射，其发展空间是无
限的。

图７　６个基本素养联系图

图８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图（引自韦志榕ＰＰＴ）

如果将Ａ、Ｂ、Ｃ、Ｄ、Ｅ、Ｆ这６个点连接起来（图７），又会组成一个新的网络，虽然这６个基本素养在
正方体中各自独立，但实际上它们又相互联系。正是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核心素养”的每一个要素
紧密衔接在一起。

（二）高中地理核心素养
在核心素养总框架下，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素养。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由４个方面组成（图

８）①：第一，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核心观念，指人们对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协调关系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第二，综合思维，是地理学基本的思维方法，指人们具备的全面、
系统、动态地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思维品质与能力。第三，区域认知，是地理学基本的认知方法，指人
们具备的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特点、问题进行分析、解释、预测的方法和能力。第四，地理实践力，是
指人们在地理户外考察、社会调查、模拟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行动能力和品质。

（三）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开放课堂”教学形态举隅
教学条件和学生个性化决定了要有效培育核心素养，必须开放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方式、学习时空，

多条教学主线融汇推进教学进程。下面以案例来分析以上问题。
案例３：基于核心素养的“地形特征”教学设计
首先播放地形美景和卫星地形图，然后请同学们选择桌上摆放的４种学习用具（电脑、橡皮泥、

沙盘、彩色笔和纸）进行学习，最后展示学习成果，即世界某一区域的地形模型，并归纳出其地形特
征（提示：地形特征包括地势高低和地形类型及其分布）。

学生是这样完成学习任务并实现教学目标的：（１）学生自主选择地形模型展现方式，无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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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网查询或制作ＰＰＴ，还是选择实做模型，或是绘制地形图，这样遵循个性化的学习风格，能
有效培养地理实践力；（２）要求学生依次完成“选择学习用具———制作地形模型———认识并分析地
形区及地形分布———归纳地形特点———凝练表达地形特点”一系列活动，这是全方位综合思维的培
养；（３）任何一个区域的学习都要认识地形特点，这样教学后，学生具备了后续学习的自学能力，区
域认知能力得到培养。这样的教学形态，不是为地形特征知识而学习，而是为具有地理素养而
学习。
此案例与前述几个案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教学设计从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出发，以地理要素专题

内容为学习载体，不仅教会基本学习方法，使学生具有了学习能力，而且打开了教学时空，提高了教学
效率。

“双基”作为课程目标的发展起点，给予“三维目标”基础支撑；“三维目标”作为“双基”的传承者，不
断改善、提升、超越；“核心素养”以“三维目标”为基石，将“三维目标”的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提炼为能
力，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升为品格。在这个不断适应社会发展而螺旋上升的目标变化过程中，相应教学
形态表现为教育观从“教师本位论”转变为“学生本位论”，教学内容由封闭转向开放，教学方式由简单变
为复杂，教学方法由单一走向多样，师生关系由权威转为伙伴，课堂形态由传授知识变为构建知识等。

当前，“知识课堂”“活动课堂”和“开放课堂”３种课堂教学形态均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其于地理课堂
教学中的课程目标实现问题前文也作了分析。尽管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尚需大量的实践及
基于基础上的再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识课堂”“活动课堂”和“开放课堂”３种课堂教学形态的协同
实践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综合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地理能力。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对“知
识课堂—活动课堂—开放课堂”的掌握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其转变遇到的诸多问题，例如在转变时
彼此之间无缝衔接问题等今后应当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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