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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其重要性，这一战略与地理教学紧密相连。本文结合山东寿光

农业乡村振兴的成功实践案例与高中地理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旨在通过这一具体实例，引导学生

分析寿光农业发展的独特条件、面临的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从而增强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应

用实践能力及创新思维。此教学设计不仅丰富了地理课堂的教学内容，还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

活问题相结合，为未来参与或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

力的地理人才提供了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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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repor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put for-
ward, and its importance was emphasized,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geography teaching.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case of Shandong Shouguang’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geography teaching cont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eaching design, aiming at 
guiding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unique condition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houguang’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is specific example,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geospatial think-
ing ability,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is teaching design not only en-
rich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geography classrooms but also encourages students to combine the-
oretical knowledge with real-life problem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or support-
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future, and also provides an effective path for cultivating 
geography talent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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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为其指明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被视为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方向指引。乡村振兴是一项

长期的、根本性的举措，涉及产业、人才、生态、组织、文化五个方面的振兴[1]，是解决农村发展动力

不足、人才和劳动力流失严重、基础设施和精神生活匮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全局、事关根本、事关长远，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

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即人地关系。地理学科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几乎所有地理问

题都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涉及诸多与乡村振兴相关的议题，将乡村振兴内容融入高中

地理教学，不仅有助于通过区域发展分析来增强学生的区域认知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培养他们的人

地协调观和乡村情怀，提升其核心素养，同时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推动我国乡村振兴事

业的进程[2]。 
本文以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三章第一节《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为教学内容，选取山东

寿光农业乡村振兴为案例，引领学生分析山东寿光逐步发展为“中国蔬菜之乡”的进程中的农业区位因

素及其变化，进而提高学生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及科学精神。 

2. 乡村振兴战略与高中地理教学课程内容及核心素养的联系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综合目标和要求，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乡村振兴关注农

业与农村发展、土地资源利用、城乡关系、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与高中地理必修课程

中“产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交通运输布局与区域发展、人口、环境与发展、乡村和城镇”等内容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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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也与高中地理核心素养高度契合(图 1)。将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融入高中地理教学，通过“针对性

战略制定、资源综合利用、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可以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

养，同时，这些素养的培养可以为学生深入参与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意识基础。将乡村

振兴战略融入地理教学，旨在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明确教学目标及完善评价体系，培养

学生关注乡村、理解乡村振兴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地理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为乡村发展培养具有

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图 1. 乡村振兴战略与高中地理课程的联系 

 
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为例，对教材中可以融入乡村振兴的内容进行梳理，明晰乡村振兴相关

知识点与教学资源，明确教学方向和目标，有助于教师在地理教学中更加精准地把握教学重点，确保教

学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ompulsory textbook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t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 1. 人教版必修教材可融入乡村振兴的内容梳理 

乡村振兴 课程内容 核心素养 教学建议 

产业兴旺 

植被：植被与环

境 
区域认知、

人地协调观 

以某一类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性植被为例，阐明其分布范围、垂直

结构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调查、演示，分小组讨论针对

不同类型植被开展合理保护的措施、因地制宜开展人工植被建设

的方案等，着力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 

土壤：土壤的功

能和养护 
综合思维、

人地协调观 

以土壤改良案例为基础，引导学生分析土壤形成与变化中环境因

子与人类活动的作用。通过观察实地土壤或标本，总结成土因素

及功能，深化学生对“土壤为环境要素综合作用产物”的理解，

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土壤改良与养护措施及其对乡村农业的影

响，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气象灾害：洪涝

灾害、干旱灾害、

台风灾害、寒潮

灾害 

综合思维、

人地协调观 

通过各类灾害的案例开展探究活动，引导学生思考某种气象灾害

的成因及对乡村农业的影响，同时注意关注学生思维的全面性，

即气象灾害带来的不仅都是不利影响，在某些方面灾害也可以带

来有利影响。 

乡村的土地利用 
区域认知、

综合思维、

人地协调观 

基于真实案例，采用图文结合方式，引导学生分析乡村内部空间

结构，并尝试提出合理规划乡村土地的见解。 

产业区位因素：

农业区位因素及

其变化 

区域认知、

综合思维 

以学生熟知的农作物为案例，引导学生剖析其区位因素及变化，

掌握农业区位分析方法，能够举一反三，对其他类型农业进行区

位分析，并思考如何利用所学提升乡村农业收入，助力乡村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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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业兴旺 交通运输布局对

区域发展的影响 

区域认知、

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 

基于真实案例，通过对同一乡村不同时期的交通运输方式与布局

对乡村经济发展和聚落发展的影响进行比较，引导学生掌握区域

交通运输规划原则，提高地理实践力。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人口迁移 综合思维 
利用“人口迁移”真实案例，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归纳人口迁移

带来的影响，并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影响人口迁移的因

素，思考乡村想要振兴，如何留住人才。 

城镇化 
综合思维、

区域认知人

地协调观 

结合图表与材料，引导学生分析不同地区城镇化的进程、特征、

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城镇化对周边乡村发展的影响。 

乡风文明 地域文化与乡村

景观 
区域认知、

地理实践力 

基于学校周边或学生熟知的案例，引导学生分析乡村景观如何体

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地域文化对乡村聚落与景观的

影响，并尝试提出保护与发扬乡村文化景观的建议。 

生态宜居 

环境与发展：人

类面临的主要环

境问题 

综合思维、

人地协调观 

以学生熟悉的问题进行导入，抛出问题链：人类面临怎样的环境

问题？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人类造成了什么影响？引

导学生分析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了解目前我国乡村面临

的环境问题，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 

环境与发展：走

向人地协调——

可持续发展 

综合思维、

人地协调观 

播放教材中出现的短片：《我们期望的未来》，引导学生思考：

我们期望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怎么做才能实现我们期望的未

来？通过设定情境和角色扮演，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乡村可持续发

展的策略。 

3. 融入乡村振兴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案例 

3.1. 课标解读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对本节课提出的要求是。 
结合案例，说明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自然和人文因素； 
结合案例，说明农业区位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 
鉴于农业与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密切联系，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学生熟知的或本地案例和材料，

指导学生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3]。 

3.2. 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选自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三章“产业区位因素”第一节“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是产业区位因素学习的开始，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首先，本节内容作为产业地理的开篇，是人文

地理在人口地理和城市地理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同时，本节内容也涵盖了对必修第一册自然地理的部

分知识的回顾；其次，通过对农业区位因素的深入剖析，不仅有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产业地理知识体系，

更为后续工业与服务业区位因素的学习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3.3. 学情分析 

本节课授课对象为高一学生，经过初中阶段及高中第一学期的学习，学生对自然地理要素如气候、

水文、地形和土壤等有了基本的认识，同时也对社会经济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和交通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当代学生通常对农业生产活动比较陌生，可能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本节课选取知名度较高、

学生比较熟悉的案例，结合实际讲授农业区位因素的具体影响，激发学生探究欲望，帮助学生掌握区位

因素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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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学目标 

1) 通过寿光农业发展的实例，分析当地的农业区位条件及区位因素，培养学生区域认知能力。(区域

认知) 
2) 结合案例材料，分析和总结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化对农业区位选择的

影响。(综合思维) 
3) 通过学习农业区位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树立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的观念，培养正确的人地协

调发展观念。(人地协调观) 
4) 通过案例分析与读图分析，培养学生从地理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理实践力) 

3.5.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农业区位因素的变化对农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教学难点：时空变化导致农业区位主导因素或限制因素的变化。 

3.6. 教学方法 

案例法、讲授法、合作探究法、实地考察法。 

3.7. 案例分析 

寿光通过发展温室蔬菜种植，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幅提升了蔬菜产量和品质，形成了全国知名的蔬

菜产业基地。其发展模式优点在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扶持，

实现了农业的高效发展。然而，该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老旧大棚设施的改造难度大、成本高，以及

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仍需加强。尽管如此，寿光经验仍具有较高的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特别是在类似

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寿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当地农业的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这一

案例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的理解，也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3.8.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详情见表 2。 
 
Table 2. Teaching process 
表 2.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引入新课 

【播放视频】纪录片《蔬菜改变中国》片段 

 

视频截图来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34y1p7PG/?spm_id_from=333.337.search-
card.all.click&vd_source=6874228eeab1db4f80d0c25e08713183  
【提问】寿光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蔬菜之乡”？ 

观看视频思

考寿光农业

发展的原

因。 

通过直观展

示寿光农业

的现代化发

展，帮助学

生形成对农

业区位因素

的感性认

识，理解其

与农业发展

的紧密联

系，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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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探究活动

1：分析山

东寿光的

农业区位

因素 

【展示材料 1】寿光地处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南畔，总面积 2072 平方

千米，气候属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秋季日照充足；地形以平原为主，

土层深厚肥沃，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 

 
(a) 寿光市位置简略图 

 
(b) 寿光市气候资料 

【自主学习】学生自主阅读教材，了解区位因素概念以及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

并结合材料思考以下问题。 
①寿光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地资源、交通条件等自然和人文区位因素。 
②归纳寿光成为“中国蔬菜之乡”的有利区位因素。 
【总结】 
自然区位因素： 
地形：位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开阔，利于农作物种植。 
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秋季日照充足，利于农作物

生长。 
土壤：位于河流下游，土壤深厚肥沃，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充足养分。 
水源：邻近河流，有灌溉水源。 
人文区位因素： 
交通：寿光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交通便利 
劳动力：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廉价。 

阅读教材与

材料，思考

教师提出的

问题。 

通过详细讲

解和案例分

析，使学生

掌握农业区

位因素的基

本概念和分

类，并学会

从实际案例

中提取信

息。 

探究活动

2：探究寿

光区位因

素的变

化：科学

技术因素 

【展示材料 2】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元朱村的党委书记王乐义，率领村里的十

七位党员，在请来的技术专家——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农民韩永山指导下，建

起了 17 座冬暖式蔬菜大棚，种上了反季节蔬菜。当年腊月二十五，大棚内的

黄瓜开始采摘，由于供不应求，一下子就涨到 10 块钱一斤。17 户“棚主”个

个成了“双万元户”。由此，寿光走上了“小康之路”。寿光县当时的县委书

记王伯祥牵头，建立了冬暖型蔬菜大棚的推广小组。遵循“典型引路，全方位

开花”的战略方针，寿光地区掀起了一股“白色浪潮”，1991 年，冬暖大棚、

弓棚菜等占据了寿光南部土地面积一半以上。寿光人民不仅摆脱了长期面临的

温饱问题，还实现了户均收入超过两万元。随后，寿光人民还将他们掌握的先

进技术推广到了全省和全国各地，成功解决了我国北方在冬春季节面临的蔬菜

供应不足和供应紧张的历史问题[4]。 
【合作探究】学生分小组讨论，并回答以下问题。 
①技术革新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寿光的农业区位条件。 
②这种变化对寿光农业生产模式、市场竞争力有何深远影响。 
【小结】技术革新，如智能温室和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使得寿光不再完全受

限于自然气候条件，实现了全年无休的蔬菜生产。这大大扩展了农业生产的地

理边界，使寿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蔬菜供应基地。 

阅读材料

二，提取关

键信息。 
小组讨论，

分析技术因

素变化对农

业的影响。 
代表分享，

全班交流。 

通过探究技

术因素的变

化，让学生

理解科技进

步对农业发

展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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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探究活动

3：探究寿

光区位因

素的变

化：政策

与市场因

素 

【展示材料 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寿光蔬菜市场遭到巨大挑战。一方面，其

他省市蔬菜种植技术得到发展，国内蔬菜市场取得较大进步，种类愈发丰富，

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与此同时，国外对我国实施技术性

壁垒、绿色壁垒等，使我国蔬菜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寿光的蔬菜市场

也呈现出日渐萧条的态势。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997 年，寿光市被政府确定为

山东省农业现代化试点城市后，出台了《寿光市农业现代化建设规划方案》，

制定了“农业产业化、生产科技化、结构高级化、发展持续化和城乡一体化”

的发展目标。寿光蔬菜由反季销售、增产转向产业化、无公害、标准化生产[5]。 
进入二十一世纪，寿光加强与外商的合作，陆续与美国、瑞士等国家及地区建

立贸易伙伴关系，多种农产品、精加工农产品，销往二十多个国家及地区，进

入国际市场。始办于 2000 年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每年一届，向访客展示

设施园艺技术、高科技种植模式、名优蔬菜品种、现代化农机设备、高质量生

产资料等。把农业展览、商务洽谈、农业观光旅游巧妙融合，吸引国内外客商

纷至沓来。 
【合作探究】学生分小组讨论，并回答以下问题。 
①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政策支持的动态调整如何交织影响寿

光的农业区位选择。 
②这种交织影响如何塑造了寿光的农业竞争优势。 
【小结】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促使寿光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种植更多符合市

场需求的蔬菜品种。同时，政策支持的动态调整，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技

术支持等，为寿光蔬菜产业提供了有力保障。市场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寿光

能够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保持竞争优势。通过市场与政策的协同作用，寿光形

成了独特的农业竞争优势。一方面，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促使寿光不断创新和改

进农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政策的支持为寿光蔬菜产业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

境。这种竞争优势使得寿光在国内外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 

小组讨论，

探讨市场与

政策对农业

区位的具体

作用。 

通过探究市

场与政策因

素的变化，

让学生理解

市场需求和

政策支持对

农业发展的

重要性。 

拓展提升

环节：晏

岗村的农

业转型与

乡村振兴

实践 

【展示材料 4】晏岗村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过去以传统农业为主，主要

种植水稻和小麦，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晏岗村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与寿

光市虽相隔千里，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却展现出了一些共通的经验与挑战。

晏岗村在借鉴寿光市等成功案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出了一条适合

自身发展的农业转型之路。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特色种植业(如茶叶、

油茶等)，同时结合乡村旅游，打造农旅融合的新模式。晏岗村还注重生态环境

保护，实施绿色种植和生态养殖，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如今，

晏岗村已成为光山县乃至信阳市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拓展提升】 
①晏岗村在推进农业转型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主要困难，这些困难如

何影响了其发展的步伐。 
②晏岗村在农业转型过程中，是如何借鉴寿光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创新

的。 
学生回答后，教师进行点评。 

认真阅读材

料并思考，

给出自己的

答案。 

将乡村振兴

的理论知识

与具体案例

相结合，理

论联系实

际，让学生

在实践中深

化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

提高学习效

果。 

课堂总结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强调乡村振兴与地理知识的联系，鼓励学生关注家乡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 

回顾本节课

内容，整理

笔记。 
思考如何将

所学知识应

用于实际生

活中。 

巩固本节课

所学知识，

激发学生的

实践兴趣和

社会责任

感。 

4. 结语 

本文深入研究将乡村振兴战略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可行性与实践路径，以山东寿光农业发展为案例，

探讨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通过详实的案例分析，展现了科技进步、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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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在农业区位选择中的关键作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文章以寿光乡村振兴的经验为例，为地理教学提供了生动的教学素材。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不断深入，期待地理教学能够进一步挖掘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实践化的学习

体验，为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地理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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