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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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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教学设计
杨千姿

深圳中学，中国·广东深圳

论文以“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为例呈现了情境教学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基于案例的情境教学，给学生提供贴
近真实的体验，在“身临其境”的思考过程中，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构建优质情境，运用到人文地理尤其是区
位因素的教学中，可以一线串联多种因素，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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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分析

1.1 内容分析

“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是人教版《普通高中教

科书地理必修第二册》第三章“产业区位因素”的第三节。

从知识结构上来说，和前面农业区位因素、工业区位因素两

节较为相似，但从知识内容上来说，服务业则和学生日常生

活联系更为密切，衣食住行都会有比较直观的感受和体验。

学习服务业区位因素可以让学生认识到生活处处有地理，引

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看待生活中的现象，提高学生的综合思

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2 教材分析

服务业有区别于农业和工业的特殊性，现代社会服务

业门类繁杂，形式多样，诸如大数据服务具有一定的虚拟

性，因此不加以分门别类很难让学生对服务业区位因素形成

系统认知。教材将服务业分为商业性服务业和非商业性服务

业，以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等服务业来说明影响商业性

服务业的区位因素，以公立学校、医院来说明影响非商业性

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并以时间为主线，将服务业分为传统服

务业和新兴服务业，通过列举多种新兴服务业，反映服务业

区位因素的变化。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为教师提供了清晰的教学思路。在商业性服务业区位因

素中，教材隐性提出了“门槛人口”的概念，即不同等级的

服务业所服务的人群数量不一样，进一步体现出服务业区位

选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教学中教师应该阐明此点，引导学

生在同一类型不同等级的服务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就事论

事，从具体案例出发考虑区位因素，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思

维、区域认知的地理核心素养及思辨能力。

1.3 教学方法和设计思路

新课改把课程资源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打破了固

有的“教科书是唯一的课程资源”的观念，给教师的教学方

式提供了广阔空间。区位选择是结合所要从事产业活动的性

质和目的，综合相关因素进行选址的过程，重在多方面思考

和权衡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因此，可以采用情境教

学，将学生代入到选址的角色中来，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思考

问题。情境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主题性、

脉络性的知识构建，进而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因此，

本节课以学生最为熟知和感兴趣的服务业——火锅店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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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境，结合学生活动，探究服务业区位因素，再将情境进

一步延伸至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进一步探讨服务

业区位因素的变化。

1.4 教学目标

本节内容对应的课标要求为“结合实例，说明影响服

务业的区位因素，即要求学生能够通过实例说明服务业区位

的选择及其变化。进一步解读课标要求，将教学目的概括为

以下三个方面：

①通过视频了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理解我

们为什么要学习服务业。

②通过情境教学探讨服务业区位因素选择的基本原则，

以火锅店选址为情境，通过小组合作、互动探究等形式学习

服务业区位因素，培养综合思维能力。过程中，通过雄安新

区和深圳泥岗村两处待选方案的对比，掌握提取信息、分析

问题的方法，树立人地协调观念。

③从人们的需求、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理解

服务业区位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树立正确的

区域发展观和人地协调观，培养学生正确的择业观。

1.5 教学重难点

本节课的重点是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难点是通

过情境教学分析服务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理解服务业区

位选择的灵活性。

2 教学过程

2.1 视频导入，创设从事服务业的情境

[教师活动 ]展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李克强总

理对服务业的阐述，并播放央视财经 V讲堂“推动经济服

务业多给力？”视频，让学生感受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及广阔前景。

[学生活动 ]观看视频，抒发个人感想。

[设计意图 ]用该图片和视频导入，激发学生兴趣和注

意，同时，引导学生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服务业，看待经济

发展趋势。

2.2 进入服务业从业者的角色，体验服务业的多样性

[过渡 ]服务业前景这么好，大家未来会从事服务业吗？

会从事哪种服务业呢？

[学生活动 ]学生回答问题。

[教师归纳 ]归纳学生提到的服务业种类，引导学生将

它们按照经营目的归类为商业性服务业和非商业性服务业。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举例，将服务业与学生生活相联系，

并引出商业性服务业和非商业性服务业的概念，两者经营目

的不同，因此区位因素也会不同，为区位因素分析铺垫。

2.3 正式开始服务业探索之旅——服务业区位因素

[教师提问 ]假如你是公立学校、警察局这种非商业性

服务业的选址负责人，你会考虑什么因素呢？

[学生活动 ]学生回答问题。

[教师归纳 ]非商业性服务业着眼社会福利分配公平，

以均衡化为原则，因此在选址时会参考人口分布。

[教师活动 ]播放某品牌火锅店宣传片，提出问题：假

如你即将从事商业性服务业，比如开一个视频所示火锅店，

你会选择在雄安新区还是在泥岗村呢？并引导学生从获得

利润这一角度去考虑区位因素。

[教师板书 ]利润 =销售额 -成本

[教师提问 ]请同学们前后排为一组讨论火锅店需要投

入哪些成本，并通过查阅资料，说明这些成本中会重点考虑

哪个门类 ?对比雄安新区和泥岗村，从成本的角度你更倾向

于选择哪里 ?

[学生活动 ]查阅资料，讨论并发言（房屋租金、劳动力、

装修、原材料等）。

[教师归纳 ]结合刚才几位同学的对比分析，在众多成

本中会着重考虑房屋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因为这两者是

持续性成本，而其他的基本上是一次性成本且不同区域差别

不大。

[教师提问 ]为了选址后销售额有保障，需要全面调查

备选区域。调查方式可以有线上查阅资料、线下实地考察、

市场问卷。结合课本 72页文字内容，以小组为单位探讨①

你将采用以上三种方式分别调查哪些方面的内容②罗列市

场问卷中设置的问题

[学生活动 ]学生讨论，查阅资料，填写表 1。

表 1 调查表

调查方式 调查内容

线上查阅资料

线下实地考察

市场问卷内容
①…

②…

[教师引导 ]在学生讨论和交流期间，引导其发挥想象，

发散思维，从单价×销售量的角度思考，怎样适当定价、

提高销售量。

[学生呈现 ]选小组上台，口头汇报调查内容及每项调

查内容设置的原因，其他小组可为上一组发言进行补充。

[教师点评归纳 ]及时点评和总结，并通过老师提前准

备好的样表（见附录）对学生发言进行补充。通过板书，将

学生罗列的调查内容与区位因素相联系，如图 1所示。

图 1 服务业区位因素分析要点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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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明确要考虑的区位因素之后，老师展示事先准

备的雄安新区和泥岗村两地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消费

水平、年气温变化等调查资料。通过综合分析，让学生得到

理想选址推论。

[设计意图 ]通过视频和教师引导创设情境，以两个学

生较为了解的地点作为备选，引发对区位因素的探讨，让学

生近乎真实地体验选址过程，增加体验感，培养综合思维能

力，同时，通过两者对比，渗透选址要结合区域地理特征的

理念，培养人地协调观。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的综

合思维能力。

[教师提问 ]同样是餐饮，大型火锅店和早餐店的选址

有何不同？引导学生从刚刚探讨的与成本、销售额相关的区

位因素中去思考。

[学生活动 ]思考并回答问题。

[教师归纳 ]大型餐饮或购物中心地租、劳动力成本高、

消费频次低，因此盈利所需顾客数多、服务范围需广，因此

着重考虑交通便捷、人流量大的市中心，而早餐店、便利店

等盈利所需顾客少，服务范围可以小一些，因此就近布局在

居民区。商业性服务业区位选择具有灵活性，同一大类下的

不同分支选址结果可能不同，但思考方向大致相同，即结合

盈利目的从控制成本增加收益的角度思考。

设计意图：将情境升华，通过火锅店和早餐店选址的

对比，强化商业性服务业选址的分析思路，提升对区位因素

的理解，提升知识迁移能力、思维发散度。

2.4 情境延伸，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教师提问 ]请同学们列举你熟知的茶餐厅品牌、火锅

店品牌。

[学生活动 ]思考，回答问题。

[教师归纳 ]现如今餐饮服务业这种传统服务业同质化、

异质化竞争如此激烈，你作为餐饮店主理人，应该怎样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呢？

[学生活动 ]思考，回答问题。

[过渡 ]引用马云的话“除了我们的梦想以外，唯一不

变的是变化！我们的产业在变，我们的环境在变，我们自己

在变，我们的对手也在变，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因此不仅传统服务业要变，新兴服务业也会应运而生，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学生活动 ]结合老师展示餐厅菜单中体现创新的部分，

如“百秒黄花鱼，只用 100秒，蒸熟一条鱼”、“椒盐猪手，

足足蒸上 8小时，肥肉全溶解，只留下胶原蛋白”，自动点餐、

扫码结账、送餐机器人等图片及视频讨论对餐饮这种传统服

务业来讲，对哪种区位因素的需求提高。

[教师归纳 ]对于餐饮服务来说，同质化和异质化竞争

日趋激烈，想在行业中生存，必须能够推陈出新，因此对劳

动力素质、信息技术的需求提高。

[学生讨论 ]结合老师展示的山东曹县相关资料，讨论

曹县 GDP增长点原因，及材料中能够体现服装销售服务对

哪种区位因素的需求提高。

[教师归纳 ]对服装销售服务来说，传统店面客流量有

限，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可以扩大其服务范围，因此对网

络技术、通信技术及交通的需求在提高。

[过渡 ]除了传统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在变，你知道的新

兴服务业有哪些呢？他们在选址时会考虑什么因素？

[学生活动 ]列举他们知道的新兴服务业的例子，如金

融业、软件服务业、养老服务业，并结合老师所给资料，说

明它们选址时着重考虑的因素。

设计意图：通过生活中的例子，引导学生去思考，

服务业区位因素为什么会变，是怎么变的，培养学生关注生

活，发现生活中的地理的能力，树立学生的择业观和发展观。

2.5 课堂回顾，当堂检测

[回顾与总结 ]教师使用思维导图（见图 2）及图 1板书，

带领学生共同对本节课的内容回顾和总结。

图 2 “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思维导图

2.6 课后作业

[举一反三 ]请同学课下讨论，为何在中国，外卖、电

商买菜等服务形式盛行，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常

见，以小组汇报形式展示。

3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人教版“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为例，

探究主题式情境教学法在中学地理课堂中的应用，结合学生

的表现，做以下反思。

3.1 教学设计要营造学习情境，且情境要切合学生

体验

情境教学有利于学生站在亲历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激

发学生兴趣。同时，地理知识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

生活情境是学生最熟悉的环境，在学习区位因素时，引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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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情境利于营造高效且活跃的地理课堂。本课以“假如你从

事服务业”为主线拉开序幕并贯穿整个课堂，将知识点紧密

串联，并将“火锅店选址”作为重点来探究，该案例中包含

了不同区域的对比和区位因素分析，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知

识点、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人地协调观念。在

教学设计时选择好的案例，可以事半功倍。

3.2 教学设计要提升学生素养

本节课选择了大量的图文资料，通过创设情境，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迁移应用所学内容解决问题，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及思维

发散能力。同时在情境的转换中穿插了现代社会的转变，及

现如今的主流观念，引导树立学生的择业观和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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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查方式 调查内容

线上查阅

资料

2017年 4月 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

定设立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三县及周边部

分区域，起步区面积约 100平方千米，中期发展区

面积约 200平方千米，远期控制区面积约 2000平

方千米。2017年，雄安新区常住人口 104.71万人。

调查原因：政策影响人口规模

线下实地

考察

①交通通达度；

②停车位是否够多；

调查原因：交通影响服务范围 /消费者规模

市场问卷

内容

您的性别

您所处年龄段

您的工作性质是

您的家乡是

您是否喜欢吃火锅

您一般多久吃一次火锅

您喜欢的火锅口味是？□辣□清汤

调查原因：通过以上问题可以了解消费水平、消费

偏好、消费频次等市场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