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2), 585-592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92  

文章引用: 张媛媛, 张静, 王安平. 基于多学科交叉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思路及案例[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2): 
585-592. DOI: 10.12677/ces.2024.122092 

 
 

基于多学科交叉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思路及案例 

——以“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为例 

张媛媛，张  静，王安平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收稿日期：2024年1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3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0日 

 
 

 
摘  要 

在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推动多学科交叉教学势在必行。在众多的学科交叉教学中，高中地理多学科交

叉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基础。本文建构了包括选择主题、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总结的

设计链，以新湘教版必修二第三章第一节“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为研究对象，以“多学科交叉”

为研究主线，进行案例设计，对所涉及的地理知识点与其他学科知识点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本节课多学

科交叉的特征，整合出多学科交叉教学的适用原则，以期为多学科交叉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与实施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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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re literacy,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teaching.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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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teach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study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has rich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ed a design chain 
including theme selection,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eaching summary, and 
took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the new Xiangjiao version of the compulsory revision 2 
“Agricultural Location Factors and Agricultural Layout”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ook “interdis-
ciplinary cross-learning” as the main line of research to carry out the case study. The case study 
is designed to sort out the geographic knowledge points and knowledge points of other discip-
lines involve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cross in this lesson, and integrate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teaching,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ross-teaching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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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颁布，对各门学科的核心素养都提出了新的培育要求，其

中，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是“综合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系统思维，强

调必须运用系统观念来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其实，地理综合思维是系统思维的具体体现。从

课程性质来看，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其涉及到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城

镇化、全球变化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无法仅通过单一学科的视角来进行全面理解和解决[2]。
在信息发达的当代，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思维活跃，知识广泛。新版地理课程标准提出要培养学

生综合思维正是顺应了学生这一发展特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各个领域分工更加明确，涉及

学科知识门类更加多样。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教育技术快速获取来自各门学科的知识，教师也可以借助现

代教育技术，将地理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可以为多学科交叉教

学创造更好的学习体验[3]。因此，无论是从学科特性、学生特点还是社会发展来看，高中地理融入多学

科交叉教学是对当下核心素养的具体实践。 
传统上，学科之间往往被划分为独立的领域，学生在看待问题时视角比较单一，难以建立知识之间

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中地理进行多学科交叉教学的教育改革和创新是顺应地理核心素养的必然

要求，有助于跨越学科壁垒，打破学科局限性，促使学生从更广泛、更系统、更综合的角度去分析和解

决问题。多学科交叉教学是对知识和方法进行更高层次的整合。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4]。 

2. 多学科交叉教学理论基础 

2.1. 学习迁移理论 

学习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它广泛地存在于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

[5]。早期的学习迁移理论认为，习得的知识能否迁移，取决于是否理解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是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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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当面对复杂的实际问题时，很难用单一学科的知识进行解决。高中生的认知

能力处于皮亚杰认知理论的形式运算阶段，能够通过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来解决复杂问题。在高中地理

融入多学科交叉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运用能力，实现地理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融会贯通。 

2.2. 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是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内容极其丰富的新理论，他认为人的智能可以划分为语言智能、

空间智能、音乐智能、数理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探索智能等[6]。在八种相对独立的智

能中，每一种智能理论都对高中地理教学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音乐智能与其他智能之间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从地理教学的角度看，教师在地理教学中可以通过交叉音乐知识，例如在讲到黄土高原时，

可以用陕北民歌带领同学们学习，既可以生动形象地唱出黄土高原的厚重宏伟，又可以提升学生的区域认

知能力。 

2.3.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着重于人格方面的研究，强调应该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潜能。同时，人本主义学

习理论提倡有意义的学习，注重对学生的全面培养，主要包括对学生心理上的指导，学习经验的积累及

个性化的发挥，深度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7]。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通

过多学科交叉，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较好地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4.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强调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

建构。建构主义也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提倡情境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

[8]。基于多学科交叉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最重要的是落实到学生层面，让学生用发现法、探索法去建

构地理知识。地理教师应创造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课堂世界”，把课堂还给学生，激发学生利用多学科

知识解决问题的潜力。 

3. 多学科交叉教学设计链 

建构模式化的多学科交叉教学设计链，有利于降低设计难度[9]。多学科交叉教学设计应该抓住教学

目标，以多学科交叉为主线，一系列的任务驱动问题都要指向培育学生核心素养。多学科交叉的高中地

理教学设计链包括选择主题、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总结四个环节，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nterdisciplinary cross-teaching and design chain 
图 1. 多学科交叉教学设计链 

3.1. 选择主题 

进行主题选择时，应结合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生活实际，深挖多学科交叉的内涵，选择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和特色性的地理主题，以此激发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情怀，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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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围绕所选主题进行任务驱动，创设问题情境，进行问题探究，解决复杂问题，多学科交叉

的理念要贯穿于整个教学设计，以此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具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终身学习者。 

3.3. 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过程中，对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寻找地理知识点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切入点，使得地

理课本的知识点与多学科交叉的切入点一一对应。切入点要易于理解，符合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当前

的学习需要，以此来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4. 教学总结 

教学总结是对知识点和切入点进行特征分析，对本文进行总结归纳，整合出多学科交叉教学应该遵

循的原则。在基于多学科交叉的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理解知识更深刻、情感共鸣更强烈，可以真正提

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4. 多学科交叉教学案例设计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是公认的“中国最美茶乡”，陕西东裕茶园位于西乡县枣园湖畔，是汉中仙毫

的中心产区，园区以现代生态茶业产业园区为建设思路，涵盖多家茶叶企业，拥有 8000 余亩茶园，目前

已成为成熟的研学教育基地，现已接待过众多中小学及各大高校研学人数上万名[10]。 

4.1. 解读课标，设计目标 

本节课选自新湘教版必修二第三章《产业区位选择》中的第一节《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课

标要求为：结合实例，说明农业的区位因素。结合对课程标准的分析，确定了以下体现地理核心素养的

教学目标：(1) 以东裕茶园为背景进行研学案例探究，结合区域实际，能从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条件以及

社会经济条件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学会农业区位分析的方法；(2) 结合图文材料，分析农业生产的区位

因素及变化，学会农业区位因素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明确不同农业技术的原理及应用，提升学生的区域

认知和综合思维能力；(3) 通过观察、品鉴、直播、实地调查农产品等活动调查本地茶产业，培养学生地

理实践力；(4) 遵循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农业布局原则，分析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找出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 

4.2. 课前准备，进行研学 

选择陕西省汉中市茶园为研学地点；通过网页搜索、微信公众号以及文献资料，认识西乡茶叶种植

历史；将学生分为以下三组：自然因素小组，科学技术因素小组和社会经济因素小组，各小组按照研学

任务单到汉中市西乡县东裕茶园进行实地研学，完成以下驱动性任务：通过搜集资料、问卷调查和相关

人员访谈，分析茶叶与当地的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通过调查分析，找出茶叶

种植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究茶叶种植对于当地乡村振兴的价值。 

4.3. 新课讲授，构建新知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农业布局，本节课的教学过程有激趣导入、快问快答、案例

探究、出谋划策、课堂小结、巩固提升、作业布置七个环节。本节课在授课过程中，从学生身边熟悉的

案例进行探究，着重从自然因素、科学技术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三方面探究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以

及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注重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引导，本节课的教学过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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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aching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ocation factors and agricultural layout”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cross 
表 1. 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环节一： 
激趣导入 

教师手捧被誉为“茶中皇后”的汉中

仙毫，走到学生中间，问：看一看茶

叶形状？说一说茶叶色泽？闻一闻茶

叶味道？ 

茶叶外形微扁；色泽翠绿，白毫披身；

有茶香味。 
1. 通过看、说、闻，直观

感知茶叶，获得真实的

体验。 
2. 通过观看“茶马互市历

史”的视频，获取所需

的地理信息，提高获取

信息的能力。 
3. 从实际生活导入新课，

所选教学材料贴合本

节课内容，培养区域认

知。 

播放汉中“茶马互市历史”的视频，

布置思考问题，并提问学生。 
观看视频，引发学生思考，带着问题进

行学习。 

环节二： 
快问快答 

一、农业区位 
1. 什么是农业？ 
2. 农业生产的特点？ 
3. 思考什么是“区位”？什么是农业

区位？农业区位选择的实质是什

么？ 

学生抢答以上问题： 
1. 农业概念 
2. 农业特点 
3. 区位概念、农业区位概念以及农业区

位选择的实质。 

PPT 展示问题，学生通过

快问快答的方式，进行课

前自主学习任务检测，可

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 

二、农业区位因素 
1. 农业区位因素包括哪几个方面？

主要包括哪些？ 
2. 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学生抢答以上问题： 
1. 自然区位因素、科学技术因素以及社

会经济因素。 
2. 自然因素较稳定，社会经济因素变化

较快，可以通过技术改造自然因素。 

三、农业布局 
1. 什么是农业布局？ 
2. 农业布局的原则有哪些？ 
3. 世界农业生产变化特点 

学生抢答以上问题： 
1. 农业布局的概念 
2. 农业布局的原则 
3. 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特点有 6

点。 

环节三： 
案例探究 

探究一：自然因素 1. 通过调研，树立求真务

实的科学探究观念。 
2. 在学习气候因素时，结

合生物学科的光合作

用以及物理学科的空

气湿度来分析西乡的

气候特点，并对比汉中

与云南种植茶叶的区

位差异。 
3. 在学习地形、降水与土

壤时，运用物理、化学、

生物等学科实现多学

科交叉教学，有助于学

生形成综合思维。 

【自然因素小组】 
研学任务 1：依据西乡县枣园村东裕茶

园地理位置，指出其气候类型及气候

特征，从气候的角度分析西乡县东裕

茶园种植茶叶的区位因素。 

【研学结论】 
气候：1. 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2. 其气候基本特征是：年平均气温

14.4℃，年均降水量 1100 mm，全年气

候温和，降水丰沛。 

【教师针对研学任务一追问式拓展】 
1. 根据学生的研学结论，请大家总结

气候包括哪些要素？光照和热量是

一回事吗？试举例说明。 
2. 与东裕茶园相比，分析我国云南种

植茶叶的自然因素。 
3. 从气候角度指出东裕茶园种植茶叶

的限制性条件。 

1 气候包括气光照、热量、降水等。光

照和热量不同。 
2. 云南是亚热带和热带高原型湿润季

风气候，不少地区地形高低悬殊，气

候垂直变化显著，干湿季分明。(低
纬度、高海拔、降水多)。 

3. 极端天气不利于茶叶的生长。例如：

夏季茶区出现高温天气，秋季出现阴

雨天气。 

【教师针对研学任务一小结】 
研学任务 2：结合茶叶生长所需的条

件，分析影响茶叶种植的其他自然区

位因素。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集、园区负责人访谈

等途径，学生发现地形、土壤以及水源

也是影响茶叶种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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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师针对研学任务二追问式拓展】 
1. 山地、平原适宜发展什么农业？为什么？ 
2. 土壤的描述角度还有哪些？分别对农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3. 如何区分降水和水源？ 

 

探究二：科学技术因素 1. 通过工作人员访谈，直

接获取所需的地理信

息，提高对信息的敏锐

“嗅觉”，培养其综合

思维。 
2. 通过对“科学技术”的

分析，体会到科学技术

在农业区位因素变化

中的重要影响，培养学

生的人地协调观。 

【科学技术因素小组】 
研学任务：指出推动东裕茶园茶叶发

展的科学技术因素。 

【研学结论】 
推动西乡茶园茶产业发展的科学技术

因素有技术装备、生产技术、科技人才、

电子商务等 
【教师针对研学任务二追问式拓展】 
1. 西乡农业人才济济，茶叶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列全市产茶县区前茅，取得

的科技成果丰硕，试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分析成因。 
2. 教师补充拍到的照片——茶园中的残留地膜来解释茶园覆地膜的作用？ 
3. 精准农业是如何应用“3S”技术实现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的优化目标？ 
【教师针对研学任务二小结】课件展示：温室大棚、梯田景观、喷灌滴管技术、

灯光以及果树下铺设反光膜等，进行总结拓展。 
探究三：社会经济因素 通过阅读相关新闻、文献

以及公众号推文等，树立

求真务实的科学探究观

念。 

【社会经济因素组】 
研学任务：说出推动汉中茶园产业发

展的社会经济因素。 

【研学结论】 
1. 西乡县大量农业人口为茶叶种植创

造的优势条件。 
2. 政府出台和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会对

农业区位产生引导和干预的作用。 
3. 市场：市场的需求量最终决定了农业

生产的类型和规模。 
环节四： 
出谋划策 

【课件呈现】汉中茶园茶产业发展的

困境。 
【设问】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家能想

到怎样的建议让西乡茶产业得以摆脱

困境呢？ 

【学生活动】各小组代表发言，其他成

员进行相应补充。 
1. 推进产业化，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

升产业竞争力。 
2. 建立专业合作社管理模式，引导和支

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市场营销、

科研、社会化服务等。 

通过实际面临的问题，让

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知识

迁移，并有利于培养学生

多学科相交叉的思维。 

环节五： 
课堂小结 

在进行农业区位分析时，一要全面，既要考虑自然因素、科学技术、社会经济

因素，二要学会用变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考虑。 
 

环节六： 
巩固提升 

1.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陕南城固县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一跃成为我国最北缘的优质柑橘生产基地，被国家

林业局命名为“中国柑橘之乡”。所产柑橘因皮薄、汁多、肉嫩、酸甜适中、

营养丰富而远销西北、华北、东北诸省及俄罗斯。随着多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通

车，城固县的柑橘种植业得到迅猛发展。 
(1) 分析城固县成为我国最北缘柑橘生产地的自然原因。 
(2) 分析城固县柑橘产业迅猛发展的有利条件。 
(3) 简述城固县柑橘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 通过读图，获取地形、

气候等信息，培养学生

解读地图信息的能力。 
2. 从生活情境的角度出

发，带领学生走进生活，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 引入诗词可以使语文

与地理融合交叉，从而

使学生对区域差异有

更全面的认识。 
环节七： 
作业布置 

作业一：使用思维导图软件绘制本节课的知识内容体系，以 png 格式上传至学

习通。 
作业二：调查附近超市的农产品，分别来自哪里，并探讨这些农产品的生产布

局与哪些区位因素有关，分组完成调研报告 1 份。 
作业三：农村直播电商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已经走上了时代风口，分

组完成具有“地理思维”的“西乡茶叶”直播带货文案 1 份。 
注意：作业一是必做题，作业二和作业三任选一题完成。 

从生产生活、社会热点等

角度设置开放性问题，能

够将生产生活中的素材转

化为地理问题，有效地引

导学生发现日常生活中的

地理问题，增强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92


张媛媛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2092 591 创新教育研究 
 

4.4. 知识梳理，特征分析 

高中地理知识点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点联系紧密，通过对本节课地理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梳理，

列举了这部分地理知识点与相关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既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也包括信

息技术和美术学科。本节课的地理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梳理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eaching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ocation factors and agricultural layout”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s 
表 2. “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地理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梳理 

课题名称 地理知识 相关学科知识 所处教学位置 

农业区位 
因素与 
农业布局 

汉中茶叶起源 历史：汉中茶叶始于商周，盛于唐宋，繁华于明清，是“茶马互

市”的主要基地。 激趣导入 

自然环境 

化学：PH 值在 4.5~6.5 之间的土壤最适合种植茶树；富硒茶含有

大量硒元素，有保健作用。 
物理：一般来说，砖红壤、沙壤土、棕色森林土发育程度深，通

透性好，适合茶树生长。环境荫蔽、多漫射光，漫射光中含紫外

线较多，能促进含氮化合物的形成。 

案例探究 
生产过程 
与技术 

生物、化学：杀青机等技术装备可以通过高温使叶片中的酶快速

失活，提升茶叶的香气。茶叶需要充足的化学物质，一般施氮肥。 
物理、信息技术：机械化生产杀青机，提供了茶叶处理设备。恒

温恒湿装置，有利于灵活控制茶叶生长的环境。“3S”技术可以

为农业规划、生产以及管理等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 

社会经济 
政治：电子商务可以拓宽茶叶销售渠道。除此之外，政府政策支

持可以促进农产品的流通，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美术：茶叶外包装烫金、击凸、磨砂、植绒等工艺欣赏。 

摆脱西乡 
茶产业的困境 

政治：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 
出谋划策 

汉中城固 
种植柑橘 

语文：文化地理诗词歌赋可以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让学生获

得二元化知识。 巩固提升 

 
从表中可知：《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形成了以地理为主的多学科交叉性知识的应用。自然因

素部分以物理、化学等学科为主，其主要原因是这部分涉及气候、水源、地形和土壤等。科学技术部分

以信息技术等学科为主，其主要体现在：阅读部分专门讲解了精准农业，说明地理课堂越来越重视对“3S”
技术的学习和应用。社会经济部分以政治、美术等学科为主，其主要原因这部分涉及政府政策、电子商

务、物流信息等。除此之外，语文、历史学科也融入其中。总之，多学科交叉应该贯穿于整个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中。 

5. 多学科交叉教学总结 

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应用人才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多学科交叉融入高中

地理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明确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学会运用其他学科

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对地理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11]。本文采用问题情景式的方法，融入乡土资源，利

用地图、地理景观图以及视频等工具，整合《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布局》不同学科内容来实现多学科交

叉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多学科交叉的地理教学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从而真正把学生培养

成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为了更好地进行多学科交叉教学，地理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和实施时，应该围

绕地理课程标准，遵循以下原则。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92


张媛媛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2092 592 创新教育研究 
 

首先，找准自然地理的切入点，遵循科学性、客观性以及唯物论。针对于自然地理的地理现象、规

律以及原理等，可以指导学生运用“地理 + 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

得出地理规律和地理原理。 
其次，找准人文地理的切入点，遵循区域性、实时性以及整体性。针对于人文地理的地理概念、地

理概况等，应该结合学生实际，联系社会热点，设计教学案例，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主动运用知识，并

为了解决问题建构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主动学习新的知识。 
最后，找准地理技术的切入点，遵循精准性、全面性以及信息化。针对于地理数据、地理技术以及

地理空间等，要有地理信息“嗅觉”，教师可以使用“地理 + 信息技术”交叉的教学方法，创设真实情

境、加强师生互动、开展即时评价。 

6. 结论 

综上所述，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做好多学科交叉，需要对现有的教学观念进行更新。高中地理多学科

交叉教学应该立足学科本位，围绕核心素养，落实以生为本，把多学科交叉贯穿于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

中，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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