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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课程内容组织是地理课程开发的基本 环 节 之 一，是 实 现 地 理 课 程 目 标 的 基 础。它 有 三 方 面 的 价 值 取

向：地理学科逻辑、学习者的心理逻辑和社会生活发展逻辑。在组织中学地理课程内容时应遵循顺序性原则、连续

性原则、分化性原则、方位性原则、人地关系原则。地理科学逻辑体系、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社会生活发展规律是中

学地理课程内容组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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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课程内容组织是在地理教育价值观的指导

下，将所选出的各种地理课程要素组织成地理课程

内容体系的过程。地理课程要素包括：地理事实、概
念、原理、技能、方法、价值观等。地理课程内容组织

是地理课程开发的基本环节之一，是实现地理课程

目标的基础。
一、中学地理课程内容组织的价值取向

中学地理课程目标有三个基本来源：地理学科

的发展、学习者的需要、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这三

个基本来源决定了地理课程内容组织相应地也有三

种价值取向：地理学科逻辑、学习者的心理逻辑、社

会生活发展逻辑。实践表明，中学地理课程内容的

组织不能偏重于哪一种价值取向，而应将三种价值

取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采用混合取向的课程内容

组织。
二、中学地课程内容组织的原则

（一）顺序性原则
顺序性是将选出的地理课程内容根据地理科学

的逻辑体系、学习者的身心发展规律、社会生活的发

展规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已知到未

知、由近到远地组织起来。这既是地理课程内容组

织的学科逻辑、学习者的心理逻辑、社会生活发展逻

辑这三种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现，也是循序渐进教学

原则在课程内容组织中的具体体现。
第一，在各门地理课程之间先安排区域地理，后

安排系统地理，即在初中阶段安排区域地理，在高中

阶段安排系统地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这是因

为区域地理的内容以地理名称、数据、景观、分布、演
变等地理感性知识为主，学生在学习时相对容易掌

握，而自然地 理 与 人 文 地 理 的 内 容 以 地 理 判 断、概

念、特征、规律、成因等地理理性知识为主，学生在学

习时相对比较难学。这样的安排与不同年龄阶段学

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有助于学生学好地理

知识。例如，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 教 学

大纲》在初中阶段安排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和世界

地 理，在 高 中 阶 段 安 排 了 自 然 地 理 和 人 文 地 理。

２００２年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

教学大纲》和２０１１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

课程标准》都在初中阶段安排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

和乡土地理，２００２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普 通 高 级 中 学

地理教学大纲》和２００３年制定的《普通高中地理课

程 标准（实验）》都在高中阶段安排了自然地理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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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理。
第二，在地理课程内部，区域地理由近 到 远，系

统地理由低级到高级，自然地理从无机到有机，人文

地理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这样的安排既

符合地理科学的逻辑体系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又符

合社会生活 发 展 规 律。例 如，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中学地理教学大纲》世界地理部分，在安排世界各

大洲的内容时先安排“亚洲”的内容，后安排其他大

洲的内容；在安排亚洲分区内容时先安排“东亚”地

区的内容，后安排亚洲其他地区的内容；自然地理部

分先安排“地球在宇宙中”、“地球上的大气”、“地球

上的水”、“地壳和地壳的变动”，后安排“地球上的生

物圈和自然带”；人文地理部分先安排“农业生产和

粮食问题”，后 安 排“工 业 生 产 和 工 业 布 局”。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

大纲》世界地理部分，在安排分区内容时先安排近处

的“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后安

排远处的“北 非”、“撒 哈 拉 以 南 的 非 洲”、“欧 洲 西

部”、“欧洲东部和北亚”、“北美”、“拉丁美洲”、“大洋

洲”、“南极洲”。２００２年制定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

学地理 教 学 大 纲》自 然 地 理 部 分，先 安 排“宇 宙 环

境”、“大气环境”、“海洋环境”，后安排“陆地环境（含
陆地的组成要素—生物）；人文地理部分先安排“乡

村”，后安排“城市”，先安排“农业”，后安排“工业”。
（二）连续性原则
连续性要求将选出的某些地理课程内容予以重

复［１］１１４。这是巩固性教学原则在课程内容组织中的

具体体现。对此，在地理课程内容中，地理学科的某

些基本 概 念、原 理 和 方 法 应 有 必 要 的 重 复。例 如，

１９８６年制定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 教 学 大 纲》初 中 地

理安排有“地球自西向东绕地轴自转”、“地球公转的

特点”、“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等知识点，而高中地

理也安排有“地球的自转”、“地球的公转”、“形成气

候的因素”等 知 识 点。２００２年 制 定 的《九 年 义 务 教

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安排有“地球的自

转”、“地球的公转”、“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等知识

点，而相应地２００２年制定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

地理教学 大 纲》也 安 排 有“地 球 的 自 转 及 其 地 理 意

义”、“地球的公转及其地理意义”、“影响气候的主要

因素”等知 识 点。２０１１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义 务 教 育

地理课程标准》“地球和地球仪”部分要求“用事实分

别说明 地 球 自 转、公 转 及 其 产 生 的 地 理 现 象”，而

２００３年制定的《普 通 高 中 地 理 课 程 标 准（实 验）》必

修地理“宇宙中的地球”部分也要求“分析地球运动

的地理意义”。
（三）分化性原则
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说认为，认知结构就是学

生头脑里的知识结构。它由有组织、稳定的概念、命
题组成，遵循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的原则使其形成

一个按层次高低和纵横联系组织起来的“金字塔”式
的结构。处于结构顶端的是最抽象和概括性最强的

概念、命 题，下 面 是 逐 级 向 下 分 化 的 从 属 概 念、命

题［２］１８４。该学说认 为，学 科 课 程 中 知 识 的 组 织 方 式

应该与人脑认知结构中知识组织的方式一致，即以

不断分化的方式组织学科课程内容，先呈现更一般

或更有包容性的概念或原理，后呈现更详细或更特

殊的知识。这 样 的 组 织 结 构 不 仅 使 新 知 识 更 有 意

义，使学生能将容易忘记的特殊知识固着在容易记

住的概念上，而且可根据一般原理来综合有关的事

实［３］。因此，应遵循分化性原则即由一般到 具 体 来

组织地理课程内容。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培养学生掌

握空间概念的能力，有利于阐明各种自然条件之间

的联系，有利于学生掌握比较系统的自然地理知识。
一是区域地理内容按照先整体后局部的顺序进

行组织。例如，２００２年 制 定 的《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全 日

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和２０１１年制定的《全日

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初中区域地理课程内容，
都是按照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的顺

序安排的。其 中，２０１１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义 务 教 育

地理课程标准》世界地理部分在安排“认识区域”内

容时，先是“认识大洲”，再是“认识地区”，最后是“认
识国家”。

二是区域地理内容按照先总论后分区的顺序进

行组织。例如，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 教

学大纲》世 界 地 理 部 分，先 安 排“世 界 的 大 洲 和 大

洋”、“世界的气候”、“世界的居民和国家”等总论知

识，后安排“亚洲”、“大洋洲”、“非洲”、“欧洲”、“北美

洲”、“南美洲”、“南极洲”等分区知识；中国地理部分

先安排“疆域和行政区划”、“人口和民族”、“地形”、
“气候”、“河流”等总论知识，后安排“东北三省”、“黄
河中下游五省二市”、“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南部

沿海三省 一 区”、“西 南 三 省”、“青 海 和 西 藏”、“新

疆”、“北部 内 陆 两 区 一 省”等 分 区 知 识。２００２年 制

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
世界地理部分，先安排 “世界的陆地和海洋”、“世界

的气候和自然景观”、“世界的自然资源”、“世界的居

民”、“世界的政治地图和地理分区”等总论知识，后

安排“东 亚”、“东 南 亚”……“撒 哈 拉 以 南 的 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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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大洋洲”、“南极洲”等分区知识；中国

地理部分先安排“中国的疆域和行政区划”、“中国的

人口和民族”、“中国的地形”、“中国的气候”、“中国

的河流与湖泊”、“中国的自然资源”、“中国的农业”、
“中国的工业”、“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旅游业”
等总论知识，后安排“北方地区”、“南方地区”、“青藏

地区”、“西北地区”等分区知识。２０１１年制定的《全

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世界地理部分先安排

“海洋与陆地”、“气候”、“居民”、“地区发展差异”等

总论知识，后安排“认识区域”分区知识；中国地理部

分先安排“疆 域 与 人 口”、“自 然 环 境 与 自 然 资 源”、
“经济与文化”、“地理差异”等总论知识，后安排“认

识区域”分 区 知 识。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教学大纲》世界地理部分在安排“亚洲”内容时，先
是“概述”，后是“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
在安排“非 洲”内 容 时，先 是“概 述”，后 是“北 部 非

洲”、“西部非洲”、“中部非洲”、“东部非洲”、“南部非

洲”。在安排“东南亚”内容时，先是“概述”，后是“越
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在安排“南亚”内容时，先是“概述”，
后是“尼 泊 尔”、“印 度”、“巴 基 斯 坦”。２００２年 制 定

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世
界地理部分在安排“东亚”内容时，先是“概述”，后是

“日本”；在安排“东南亚”内容时，先是“概述”，后是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四）方位性原则
方位性是指世界地理各大洲和中国地理的分区

和排列均按地理方位进行。地理课程内容组织遵循

方位性原则有利于学生形成空间分布的观念。世界

地理各大洲与中国地理的分区组合原则一般是把位

置相邻、自然条件相近的国家、地区或省、市、区分别

组合，以便讲述共性，阐明区域特征。世界地理各大

洲区域的排列顺序是顺时针方向或自北向南；中国

区域的排列顺序是从季风区到非季风区、从沿海到

内陆、自北向南，以便阐明各大洲和全国自然条件分

布的规律。例 如，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

教学大纲》世 界 地 理 部 分 将 亚 洲 划 分 为 东 亚、东 南

亚、南亚和西亚，并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排列；中国地

理部分将中国按方位划分为东北三省、黄河中下游

五省二市、长 江 中 下 游 六 省 一 市、南 部 沿 海 四 省 三

区、西南三省一市、青海和西藏、新疆、北部内陆两区

一省，并按从季风区到非季风区、从沿海到内陆、自

北向南的顺序进行排列。２００２年制定的《九年义务

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世界地理部分

将亚洲按方位划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

亚，并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排列；中国地理部分将中国

按方位划分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青藏地区、西北

地区，并按从季风区到非季风区、自北向南的顺序进

行排列。
（五）突出人地关系原则
突出人地关系是指地理课程内容以环境———人

类活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线索进行 组 织，它

是地理学科特性在课程内容组织方面的表现。地理

学具有两个应用价值核心———宏观上指导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制定、微观上指导局部地理环境的整治［４］。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中学生对各门课程感兴趣的程

度主要取决于对学科价值的认识，因此在课程内容

组织上应重视地理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为体现地理

学科的应用价值，需要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组织地理

课程内容。例 如，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

教学大纲》高 中 地 理 部 分 先 安 排“地 球 在 宇 宙 中”、
“地球上的大气”、“地球上的水”、“地壳和地壳的变

动”、“地球上的生物圈和自然带”、“自然资源和资源

保护”、“能源和能源利用”，再安排“农业生产和粮食

问题”、“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人口和城市”，最后

安排“人类和环境”。２００２年制定的《全日制普通高

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必修地理部分先安排“宇宙中

的地球”、“大气”、“陆地和海洋”、“自然资源与灾害

防治”、“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再安排“人类

的生产活动”、“人类的居住地———聚落”、“人类活动

的地域联系”，最后安排“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可

持续发展”。２００３年 制 定 的《普 通 高 中 地 理 课 程 标

准（实验）》必 修 地 理 部 分 先 安 排“宇 宙 中 的 地 球”、
“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自然环境的

整体性和差异性”、“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再安排“人口与城市”、“生产活动与地域联系”，最后

安排“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中学地理课程内容组织的依据

（一）地理科学逻辑体系
课程内容组织的学科逻辑价值取向使地理科学

的逻辑体系 成 为 中 学 地 理 课 程 内 容 组 织 的 主 要 依

据。地理科学知识体系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

应按照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要求，确定地理课程

内容发展的次序与地理科学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顺

序一致［４］。例如，１９８６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中 学 地 理

教学大纲》世 界 地 理 总 论 部 分 按“世 界 的 大 洲 和 大

洋”、“世界的气候”、“世界的居民和国家”的顺序排

列，中国地理总论部分按“疆域和行政区划”、“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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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地形”、“气候”、“河流”的顺序排列。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

大纲》世界地理总论部分按 “世 界 的 陆 地 和 海 洋”、
“世界的气候和自然景观”、“世界的自然资源”、“世

界的居民”、“世界的政治地图和地理分区”的顺序排

列，中国地理总论部分按“中国的疆域和行政区划”、
“中国的 人 口 和 民 族”、“中 国 的 地 形”、“中 国 的 气

候”、“中国的河流与湖泊”、“中国的自然资源”、“中

国的农业”、“中国的工业”、“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商

业和旅游业”的 顺 序 排 列。２０１１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世界地理总论部分按“海洋

与陆地”、“气候”、“居民”、“地区发展差异”的顺序排

列，中国地理总论部分按“疆域与人口”、“自然环境

与自然资源”、“经济与文化”、“地理差异”的顺序排

列。这样的编排顺序与逻辑体系严密的大学地理课

程《世界地理》、《中国地理》的编排顺序是一致的，充
分体现了地理科学的逻辑体系在中学地理课程内容

组织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课程内容组织的学习者心理逻辑价值取向使学

生心理发展规律成为中学地理课程内容组织的重要

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是有一定顺序的。一方面，
它表现为学生同一切人的认识活动一样，是要经历

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由感知到理解，由现

象到本质逐步深化的过程［４］。另一方面，它 表 现 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认识能力在逐步提高，年龄

阶段不同，认识能力发展的水平也不同。与初中生

相比，高中生的注意力比较集中、持久，观察比较全

面、深刻、精确，思维具有更高的抽象概括性，想象更

具有创造性，建 立 在 理 解 基 础 上 的 记 忆 更 加 牢 固。
因此，地理课程内容的组织既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做到由易到难，又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理

解和接受能力，做到难易恰当。
（三）社会生活发展规律
课程内容组织的社会生活发展逻辑价值取向使

社会生活发展规律成为中学地理课程内容组织的依

据之一。“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永远不

能脱离社会生活。中学地理课程内容的组织应遵循

社会生活中地理事象的发展规律。例如，１９８６年制

定的《全日制中学地理教学大纲》人文地理部分先安

排“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后安排“工业生产和工业

布局”。２００２年 制 定 的《全 日 制 普 通 高 级 中 学 地 理

教学大纲》人文地理部分先安排“乡村”，后安排“城

市”；先安排“农业”，后安排“工业”。这样的安排都

符合社会生活中先出现乡村，后出现城市，先出现农

业，后出现工业的发展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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