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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教育的

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所以，教师对中国精神进行解读，

在教学中落实到学科核心素养，并传承好中国精神，便是“立

德树人”的一种践行。作为中国精神中的一个方面，塞罕坝

精神是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精神。而学科思政

教育是指结合教学科目，围绕“课程思政”目标，通过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

法论，引导学生正确做人和做事。对于地理学科，需要具体

落实到四大核心素养方面。教学中渗透中国精神的课例需要

教师认识和探究的地方还有很多，论文仅作粗浅的探讨，希

望引起更多教师的关注。

鉴于一线教学的实习实践，笔者认为可以在新人教版选

择性必修二“第二章·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的“第二节·生

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的教学中，通过情境设计和任务分析

让学生深入体会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具体从以下几个环节

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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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是建党一百周年
的华诞之际，更应该强调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对于地理教学，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进行自主、合
作、探究式的深度学习，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落实地理核心素养，可以作为强化学科思政教育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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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位于中国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

内，清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塞罕”是蒙语，意为“美

丽”；“坝”是汉语，意为“高岭”。平均海拔 1500米，年

均气温 -1.5℃，极端最低气温 -43.3℃，年均积雪日数 169天，

年均 6级以上的大风日数 47天，年均无霜期仅 72天 [1]。

塞罕坝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地处中国内蒙古高原浑善

达克沙地南缘，而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 180

公里。浑善达克沙地的平均海拔高度 1400米左右，中国北

京市的平均海拔只有 43.71米，所以在塞罕坝修建一道“绿

色长城”刻不容缓。于是 1962年 2月，中国决定建立林业部

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自此，上千名塞罕坝务林人植根于

140万亩的土地之上，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在 140万亩

面积上，成功营造了 112万亩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初

期的 11.4%提高到现在的 80%，林木总蓄积量达到 1012万立

方米，塞罕坝人在茫茫的塞北荒原上成功营造起了全国面积

最大的集中连片的人工林林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三代人艰苦奋斗治理荒漠化的精神被凝练为“塞

罕坝精神”，分为“原塞罕坝精神”和“新塞罕坝精神”，

原塞罕坝精神是“勤俭建场，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

的精神，是在塞罕坝建场三十年之际，由原国家林业部副部

长帮助总结提炼的。新塞罕坝精神是“艰苦创业，科学求实，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爱岗敬业”精神，是现任国家林业局

局长于 2010年 6月在塞罕坝调研后，在原塞罕坝精神基础上

凝练提升而成 [2]。

培养

本节课的课标是“以某生态脆弱区为例，说明该类地区

存在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以及综合治理措施”，塞罕坝的治

理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体现了地理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且可

以借助此案例总结模式，用于其他地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综

合治理。新时代教学强调“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原则，而学生要成为课堂的“主角”，获得更多更好的学

习体验，只有真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因此，教师应在认

真研读课标的基础上，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和学习兴趣，组

织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响应、合

作探究以获得真切感受，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得到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升华，提升地理核心素养 [3]。

在“生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一课中，教师在课前提前

布置小组任务，让各小组查询塞罕坝的生态治理资料，并以

小组形式总结和提交书面作业。通过查阅资料，不仅让学生

预习了课堂内容，还让学生逐步实现了知识的联合，促使学

生回忆必修二“环境与发展”章节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首先播放了主题为“塞罕坝治理之前”的黑白视频，让

学生直观感受到“塞罕坝之殇”。

思维

地理学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综合思维的重要地位，选修

教材不同于必修教材，必修教材侧重于地理要素相互关系分

析和时空变化，选修教材在综合思维培养方面侧重于系统性、

综合性的地域性分析 [4]。综合思维要求学生全面、辩证地思

考和看待问题，继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教师

使用生动的案例素材和多样的表现方式，在探究性学习中调

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易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深化“中国

精神”的培养 [5]。

通过小组探究，以时空尺度，分析塞罕坝土地退化的原

因，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退化现象及原因。

在课堂上，笔者先让学生展示课前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交流，

然后补充相关情境的素材，并加以讲述。

材料一：塞罕坝清朝之前的史料记载（图略）

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的绿洲，尤其辽金时期，号称“千

里松林”。到了清朝，仍保留了大面积原始森林。公元 1681年，

清朝康熙大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巡幸塞外，看中

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

南蒙古游牧地，并在此设立“木兰围场”，作为哨鹿狩猎之地。

箭镞所指，威仪四海。塞罕坝原始森林气候凉爽，清幽雅静、

情致醉人，是闲游、静修之所。于是，自然也成了清帝避暑

的风水宝地。据历史记载，自康熙二十年到嘉庆二十五年的

139年间，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共在此举行木兰秋狝

105次 [6]。

材料二：塞罕坝土地退化的黑白照片和文字记

录（图略）

在同治二年（1863年），因吏治腐败和财政颓废，内忧

外患的清政府在此开围放垦，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后来又受

日本侵略者的掠夺采伐和连年山火，当年“山川秀美、林壑

幽深”的胜景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建国初期，塞罕坝一带已

经彻底荒漠化。曾经的塞罕坝，集高寒、高海拔、大风、沙化、

少雨五种极端条件于一体，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材料三：塞罕坝（河北省北部边缘）等高线地

形图和气温降水柱状图（图略）

气候的文字描述：塞罕坝最低气温零下 43.3℃，年平均

气温零下 1.3℃，年均零下 20℃以下，低温天气达 4个多月，

年均无霜期 52天，年均积雪期达 7个月。

接着，笔者提出两个问题：塞罕坝土地退化的自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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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为原因和如何进行治理（具体措施）。第一个问题自然

原因的解答需要学生对材料三“塞罕坝（河北省北部边缘）

等高线地形图和气温降水柱状图”进行综合分析，教师引导

学生分别从纬度位置、地形地势、气候条件、灌溉条件等方

面分析塞罕坝的自然条件，获取关键信息，理解塞罕坝自然

地理环境特征对土地退化的影响。人为原因的解答需要学生

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探讨曾经的塞罕坝生态破坏的原因，并

思考应该建立怎样的人地关系。也加深了对学生人的协调观

的培养。第二个问题，在各组完成观点的阐述之后，教师总

结治理措施，并在地图上指出塞罕坝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比

分析了与之邻近的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和华北平原，引

导学生结合之前讲述的“区域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知识点，

分析在塞罕坝和浑善达克沙地，分别适合栽种的树种，吸引

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促进完善学生的知

识体系。培养了学生地理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 [7]。

随后，教师展示务林工人日记内容，生活照，播放视频，

讲述治理塞罕坝漫长艰辛的历程。

材料四：务林人生活照及工人的一段口语描述

“冬天要用一些所需的药、冰、雪，加在一起，把苗子

冻起来。冻上四个月左右，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可以解冻。

当时冬天很冷，生的炉子都烧红了也感觉不到热，培育种子

期间，还必须要有专人看守，哪怕大雪封山，也要守着，为

的是防止种子被偷。春天到来，解冻完之后要播种，等长出

小苗后不仅看着，还要用柳树枝搭起一人多高的帐篷，以防

被大风吹倒或被鸟吃掉。”这段话讲述当时的中国青年自愿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艰苦奋斗的故事，让学生通过观看视

频和角色扮演，体验当年塞罕坝务林工人的艰苦奋斗史 [8]。

教师播放主题为“塞罕坝治理之后的景象”的视频，让

学生思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含义。

学以致用是学习目标的达成，本节课还需要探讨其他生

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对于本部分的内容，教材还有“乌兰

察布实施退耕还林（草）”和“浑善达克沙地”两个案例，

这两个案例都涉及土地荒漠化，与塞罕坝治理相似。但是生

态脆弱区不是只有曾经的塞罕坝，教师需要展示生态脆弱区

的定义，引出其他生态脆弱区，比如中国南方喀斯特分布区，

可以让学生结合本节课对“塞罕坝前世今生”的学习，教

师再给出南方喀斯特地区治理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让学

生迁移学习和自我总结。这也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和地

理实践力。

综上所述，中国精神的教育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是必不可

少的。教师需要深入挖掘，寻找案例，寻找与中国精神的契

合点，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以及上升到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以实现学科教学的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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