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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指出，关键能力是高考考查的重要内容。将关键能力落实到具

体学科上就成了具体学科的关键能力，不同学科因性质与特点差异，使得具体学科关键能力培

养策略的选择应因学科而定，同时也离不开国家教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双减”政策的出台一

定程度上给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的培养提供便利，那么解决好如何利用“双减”政策所提

供的便利条件来培养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能力，提升学生地理学科素养发展水平的问题是地理

教育教学活动对“双减”政策积极响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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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points out that the key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capabilities into
specific disciplines has become the key ability of specific disciplines. Due to the different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choice of key ability training strategies of specific disciplin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disciplines, but also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o a certain extent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geography key
ability to provide convenience,so how to use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rovides convenient
conditions to cultivate high school students geography discipline key ability, enhance the level of
students' geography literacy development problem is geography educ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embodimen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ositiv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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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家课程标准、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考试测评的规

律，高考评价体系将所考查的素质教育目标提炼为“核心价

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四层内容[1]。关键能

力作为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考考查的重要内

容，这意味着关键能力的培养是日常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从

“双减”政策的主要内容即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来看，其焦点集中在学生的学生作业和

校外培训上，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会对课堂教学改革、关

键能力培养与学科素养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双减”政策与地理学科关键能力概述

1.1 “双减”政策

2021年 7月 24日，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为持续规范校外培训

（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所谓“双减”，

是指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工作目标为一年内有效减轻，三年内成效显著；两

个目的是缓解教育焦虑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三

个具体措施是管控作业，提升课后服务水平，规范校外培训

行为。

1.2 地理学科关键能力

关键能力是学生学科素养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也是高

考考查的重要内容。依据高考评价体系，结合地理学科特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7%8F%E8%BD%BB%E4%B9%89%E5%8A%A1%E6%95%99%E8%82%B2%E9%98%B6%E6%AE%B5%E5%AD%A6%E7%94%9F%E4%BD%9C%E4%B8%9A%E8%B4%9F%E6%8B%85%E5%92%8C%E6%A0%A1%E5%A4%96%E5%9F%B9%E8%AE%AD%E8%B4%9F%E6%8B%85%E7%9A%84%E6%84%8F%E8%A7%81/570782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7%8F%E8%BD%BB%E4%B9%89%E5%8A%A1%E6%95%99%E8%82%B2%E9%98%B6%E6%AE%B5%E5%AD%A6%E7%94%9F%E4%BD%9C%E4%B8%9A%E8%B4%9F%E6%8B%85%E5%92%8C%E6%A0%A1%E5%A4%96%E5%9F%B9%E8%AE%AD%E8%B4%9F%E6%8B%85%E7%9A%84%E6%84%8F%E8%A7%81/5707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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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总结，地理学科考试落实的能力群主要包括知识能力获

取群、实践操作能力群与思维认知能力群三方面，其中知识

获取能力是地理学科考查的基础，学科实践操作能力是高考

地理学科的考查方向，思维认知能力是地理学科考试的考查

重点和核心[2]。

地理学科关键能力是指即将进入高等院校主修地理学

科的学生在面对与地理学科相关的生活实践与探索地理问

题情境时，高质量地认识、分析与解决地理问题所必须具备

的能力，是学生适应时代要求并支撑其终身发展的能力，是

培养学生地理核心价值、发展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所必备

的能力基础。高考地理从地理学科性质与特点出发，并结合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的能力群，将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的

考查内容与目标归结为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描述与

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探讨与论证地理问题的能力、调动与

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与其他能力[3]。

2 “双减”政策出台前后，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

能力的对比

学生的学习主要由学科知识、学科能力与学科素养构成，

其中学科知识是基础，学科能力是关键，学科素养是目标，

学生最有效的学习应是实现“知识—能力—素养”的三位一

体。

2.1 “双减”政策出台前，地理学科关键能力培养的现

状分析

“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学校的教育、教师的教学、学

生的学习以及家长的要求都放在知识层面，强调知识“量”

的积累，忽视知识“质”的表达即如何运用所学地理知识去

解决地理问题，这中间需要学生调动与运用地理学科关键能

力。可现实是学生的学习呈现出“课上都会，课后都不会”

的现象，其原因是学生对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的极度缺乏，面

对地理试题中文字图表材料和地理问题时无从下手，从材料

中获取与解读不出有用的地理信息，无法有效将获取的地理

信息与所学地理知识进行有效结合，面对探究与论证性地理

问题时，只能望洋兴叹。

综上所述，“双减”政策出台前，受学校教育、教师教

学、学生学习及家长要求重点的错位，使得学生在地理学习

方面存在严重的“短板”效应。由于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的短

缺，导致学生无法实现从“地理学科必备知识”到“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重大飞跃，同时也致使学生难以适应高考综合

改革背景下的高考地理试题命题上的变化。

2.2 “双减”政策出台后，地理学科关键能力培养的现

状转变

“双减”政策是指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强调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全面规范现在培训行为，达到“减负增

效”的目的，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双减”政

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课堂教学模式方法的转变、

学校教育重心内容的调整、家庭教育观念方式的转变以及家

校联合育人共同体建设进程，此外课堂教学模式方法的转变、

课后作业数量的锐减与质量的提升和校外培训机构规模的

压缩和行为的规范，为学生地理学科关键能力培养与提高提

供可靠的条件和保障，使得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成为现实。

3 “双减”政策背景下利于提高学生地理学科关

键能力的教学

3.1 “双减”政策背景下，有利于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

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

双减政策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对于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促进青少年

全面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也是一个契机。目前学校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要打好教

学质量提升拳，必须从课堂教学抓起，让学生回归课堂。“双

减”政策下的课堂教学应聚焦学科核心素养，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要精心设计问题情境和探究活动，激发学生主动探

究的欲望，引导学生借助已有知识和经验开展探究性学习。

当前的课堂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深受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的影响，存在一系列诸如：课堂上，学生学习效率不高，作

业设置上对教辅资料的依赖性较强，有效研究不够深入与学

生的个性需求与特长的发展得不到满足等。为了积极响应

“双减”政策背景下的地理课堂教学改革号召，在帮助学生

有效夯实地理学科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地

理学科关键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需要

地理教师在客观公正对待现有地理课堂教学的基础上，积极

推进地理课堂教学改革。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地理

教学方式的变革，提高地理课堂教学效率；优化地理作业设

计，提高地理作业的质效；因材施教，综合运用并优化多种

地理教学方法和手段，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3.2“双减”政策背景下，有利于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能

力培养的作业设计

“双减”政策背景下，有利于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能力

培养的作业设计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1）在作业设置上，

地理教师要以《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为参考依据，以地理课堂教学内容为作业

设置来源，以学生的地理知识理解情况、地理学科能力掌握

现状与地理学科素养发展水平为衡量标准，设置具有“教-

学-考”为一体的作业；为了满足学生心理需求、学生个性差

异要求迎合学生特长发展需要、符合学生不同的生活现状以

及实现教材所学内容的强化巩固目标，地理教师尽可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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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趣味性、层次性、个性化、体验性与操作性等特征的作

业。

（2）在作业内容上，立足学科特点，夯实基础，分层设

计好基础性作业，加强学科教研组的研讨，尝试不同学科备

课组的大教研形式，统整学期学习内容，强调知识与真实生

活情境、学科探索情境的融合，尝试设计跨学科综合性、实

践性作业，增强作业的趣味性和挑战性，激发学生学习和探

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在作业形式上，与教学改革紧密接轨，倡导项目式

学习、探究式学习、STEM综合性学习等方式，以具体问题

为驱动，通过自主研究、团队合作、同伴互助等形式，尝试

开展微型课题研究、组织艺术赏析、体育锻炼、创意制作，

或尝试社会实践、职业体验等都可以成为作业。

（4）在加强作业管理与研究上，作为减负的重要课题，

在于作业布置。我们提出四个“精”——精心选择作业内容、

精准针对不同学生、精确矫正课堂教学、精细反馈作业情况。

作业布置不能完全围着考试打转，尤其“双减”政策规定了

有效的作业时间，要通过作业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提高学生

的思维品质。作业布置就是作业总量、作业时间，包括要分

层布置作业，优化和创新作业设计。作业批改方面提出更高

要求，提高及时性、增加互动答疑等。我们希望通过作业改

革，不让学生背负沉重负担，而通过作业，让学生体会到学

习的快乐、作业的乐趣。最主要是减轻负担以后，能提升课

堂的效能和效率。

4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地理

学科关键能力

4.1 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能力的培养

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是指发现地理科考试中文字、图表、

数据等蕴含的地理信息，判断地理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而加

工地理信息，解读相关地理信息的含义，准确、快速、全面

地理解并整合所获取的地理信息[4]。“双减”政策背景下，

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能力的培养需要帮助学生解决两个问

题即从文字图表材料中获取和解读什么样的地理信息以及

如何去解读与获取文字图表材料中地理信息。该问题的解决

首先需要明确三个问题：（1）常见的地理信息都有哪些？

地理信息包括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和表格信息等；（2）明

确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即信息

获取不全面、信息提取中解读错误、不能用题中信息正确描

述和深入分析问题等；（3）解读什么才能获取有效的地理

信息？即文字背景材料、试题设问、地理图形及其表述语、

地图和表格的组合以及试卷答案。

“双减”政策背景下，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能力的培养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将地理课堂所讲授的内容尽

可能转化为地理图表或文字材料，让学生自行解读地理图表

或文字材料已获得本节课需要掌握的地理知识；（2）在关

注学生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结果的同时，注重学生从地理图

表或文字材料中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

题；（3）地理信息的获取与解读同地理信息在解决地理问

题中的作用相结合，切实提高学生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的能

力；（4）注重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转化地理信息为地理

学科专业术语与避免获取与解读的地理信息不完整的方法

和技巧地传授，强化学生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能力的训练与

提高。

4.2 调动与运用地理知识能力的培养

调动与运用地理知识，要求考生能调动所学的地理概念、

地理规律、地理原理等知识来分析与解决地理问题。常见的

地理学科知识内容通常可分为四种类型：事实、程序、概念

与原理，其中地理概念性知识、地理过程性知识、地理原理

性知识和地理策略性知识是主要内容[5]。高中地理通常由自

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世界地理与旅游地理等在内

的诸多课程构成，日常的地理课堂教育教学活动虽伴有少量

的地理知识调动与运用训练，但远不能满足高考地理中对调

动与运用地理知识能力的要求，故其功能主要在于帮助梳理

并掌握不同课程的知识要点，建构起较为完备的知识架构体

系。

“双减”政策背景下，对于调动与运用地理知识能力的

培养与提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注重基础知识的

储备和整理，理解知识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能够掌握调

动与运用地理原理和规律来分析并解决问题，具体包括地理

学科知识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物理、生物和化学等；（2）

以热点问题为中心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将与热点问题有本质

联系的主干知识进行迁移、重组和整合，能够多角度分析热

点问题并综合归纳，既点明主干知识的核心内容，又注重揭

示知识之间的交叉渗透，更强调以热点为中心形成的多角度、

多系列、整体化知识新体系；（3）以常考知识为依托构建

考点模块，对高频考点要善于归纳和整理，同时提供并注明

要灵活运用可借鉴的地理问题解决模版，如特征描述类、地

理现象判读类、原因分析类、比较类、对策措施类、辩证评

价类、意义作用类等；（4）进行规范的针对训练，通过历

年高考真题、模拟题以及专题训练，来总结调动和运用知识

的经验，形成和感悟规范的操作步骤和技巧规律。

5 结束语

“双减”政策对高中生地理学科关键能力培养的影响主

要通过课堂教学模式方法的转变、作业内容形式的转型与校

外培训机构规模的压缩与行为的规范，同时兼顾课后服务、

提升教学质量和精心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而实现的。出自于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关键能力作为高考考查的重要内容，

要求在地理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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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为参照标准，以《普通高中地理

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地理教材为知识内容依据，以高

考地理文字图表材料和试题以及典型性地理模拟试题为训

练载体，设置可供学生实操的课后学习任务，切实提高学生

的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筑牢学生从“知识”到“素养”完美

跨越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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