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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问题链教学设计 以港珠澳大桥交通运
输的布局为例
郑伏平

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中国·江苏姜堰

以港珠澳大桥的布局教学为例，以核心素养为主题构建开放性的教学框架，采用问题链教学的方式探究交通运输布局的一
般规律，提高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学会用地理的视角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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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问题链为线索，以小组合作为手段，以真实的情景

为依托，使学生置身情景之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

题。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地理的认知兴趣，而且有利于

学生建立对具体区域的认知，从具体区域的角度认识和分析

地理环境，为更好地处理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奠定基

础，因此笔者在交通运输布局的课题中，以港珠澳大桥建设

为案例，挖掘其中的地理原理，并组织开展问题式教学，在

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1]。

2 学背景分析

2.1 新课标解读

新课程标准对交通运输这一主题作出明确要求，即结

合实例，说明交通运输方式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交通运输的

发展促进区域之间的联系，扩大城市或区域的辐射范围，促

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2 教学目标

①以港珠澳大桥为例，学会分析并归纳影响交通运输

布局的区位因素，增强区域认知。

②运用所学知识并联系实际，概述港珠澳大桥建设的

地理意义，学会运用综合思维分析地理问题。

2.3 教学重、难点

分析交通干线建设的区位条件，归纳影响交通运输布

局的区位因素；分析交通干线建设带来的意义。

2.4 学情分析

在前一课《交通运输和区域发展》的学习中，学生已

经可以将自己对生活中的交通运输方式和交通运输布局有

利较为宏观和较系统的认识，但是对于区域背景下具体交通

干线布局的区位分析和影响的认知较为肤浅，分析真实情景

的知识迁移能力不够，在较为复杂的真实的情境中，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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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待提高。

2.5 教学方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问题链导学法、小组合作探究法。

3 教学过程

通过视频、文字材料、图表数据等方式展示教学情境，

针对为什么建、如何建、建桥影响三块核心内容创设相关问

题链，最终形成分析交通运输布局的一般思路 [2]。

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播放视频：港珠澳大桥介绍视频。

探究一：港珠澳大桥建设背景 社会经济区位条件。

材料一：2009年 12月 15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这项酝酿二十余年、寄予百年梦想的工程被人广泛关注，是

因为它宏大的规模，更因为它独特的经济社会背景。

一座大桥，即将连接三座城市：香港、澳门、珠海。

这三座城市有着不同故事和发展境界，同样有着进一步发展

的要求。如何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发展，三座城市面临着不

同的问题，珠三角整体发展也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难题。作为

发展龙头的香港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和资源紧缺制约，沿

着珠江东岸方向的产业转移已经基本到位，而且这个方向上

的城市带也面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因此向珠江西岸寻求拓展

和产业转移势在必行；澳门迫切需要连接珠海和香港之后以

改变交通末端的状况，才能与香港形成更好的产业分工和社

会格局；珠海也需要尽可能缩短与港澳的时空距离，来在现

有基础上实现更合理的发展，并带动珠江口西岸的发展。

问题 1：港珠澳大桥在哪里？建港珠澳大桥的主要目的

是什么？

问题 2：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问题 3：港珠澳大桥工程宏大，试分析该工程得以实施

的社会经济原因。

设计意图：学生利用视频和导学案材料认识珠江三角

洲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基本概况，分析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原因

和区位条件，使学生对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社会经济背景形成

较为清晰的认知，增强学生的区位认知。

探究二：港珠澳大桥建设背景 自然区位条件。

材料二：关于伶仃洋的介绍。

伶仃洋是珠江最大的喇叭形河口湾，港珠澳大桥横跨

伶仃洋，全长 55km，是目前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伶仃洋

海底有两个深海沟，即便是无风天气，看似平静的海面，也

会形成凶猛的涌浪。除涌浪以外，南海风浪较大，年平均波

高大部分海区为 1.5m左右，有时会出现 10m以上的波高。

伶仃洋地处珠江口，海底软基深厚，即工程所处海床

面的淤泥质土、粉质黏土深厚，下卧基岩面起伏变化大，基

岩深埋基本处于 50~110m范围；海水氯盐可腐蚀常规的钢

筋混凝土桥结构。

由于地震记录存在缺失现象，所收集到的地震主要分

布在陆地一侧，海域内地震有漏记。从区域地震震源深度分

布特点看，区域中自 1970年以来至今ML≥2.0级的地震数

据，统计其震源深度分布情况。区域内ML≥2.0级的地震共

有 2879个，其中有地震震源深度参数的地震有 1327个，据

统计结果看，80%以上的地震震源深度在 6~15km范围内。

因此，区域地震属于地壳中上层的浅源构造地震。

中华白海豚是全球范围内最为濒危的一类海洋哺乳动

物，目前仅存活千余头，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港珠澳大

桥的九洲航道桥施工区域还因穿越国家Ⅰ级保护动物中华

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而做出相应调整。

问题 1：试简要分析伶仃洋风浪大的原因？

问题 2：简要分析伶仃洋海底淤泥质土深厚的原因？

问题 3：从自然因素方面分析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大的

原因（请同学们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相关材料分析）？

设计意图：通过分析自然要素对港珠澳大桥建设的限

制，调动学生积极思考，用所学知识分析自然现象的原因，

促使学生建立环境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学会从整体性的角度

分析地理问题，深化学生对交通运输布局和人地协调发展的

认知。

材料三：港珠澳大桥相关视频。

通过观看港珠澳大桥建设相关视频，学生提出问题：

港珠澳大桥为什么要建海底隧道，不能一桥到底吗？继续引

发学生深入思考大桥的建设还要充分考虑当地各种交通运

输方式的相互影响，充分考虑天气和气候状况会带来的安全

隐患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探究四：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意义。

材料四：珠澳口岸人工岛是港珠澳大桥项目中填海面

积最大的人工岛工程，桥梁和隧道的转换就是通过人工岛来

实现。根据海水潮位资料，确定人工岛地面标高为 5m，能

防御珠江口 300年一遇的洪潮。

大桥建成后，珠海、澳门两地的口岸均设在这座工程

总投资约 23亿元人民币的人工填海筑成的“人工岛”上。

相关负责人介绍，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工岛填海工程包括

几大部分，即人工岛护岸、陆域形成、地基处理及海巡交通

船码头等。人工岛的外缘堆砌着许多石块形成斜坡，项目完

成后，形成的陆域标高为 +4.8m，可抵御珠江口 300年一遇

的洪潮。

人工岛将成为集交通、管理、服务、救援和观光功能

为一体的综合运营中心，并设置观景平台供游客观景揽胜。

在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严格管理，科学施工，先后攻破环

保要求高、资源供应保障难度大、台风频繁来袭、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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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海上施工条件恶劣等难关，树必胜信念、集优势资源、

强施工管控、重工程质量、抢施工进度、保安全生产，以一

流的技术、一流的装备、一流的精神，实现了工程的高效优

质完工。经过建设者四年多日夜辛勤的付出，港珠澳大桥珠

澳口岸人工岛填海工程于 2013年 11月 28日顺利竣工并通

过验收，交付使用。

问题 1：人工岛外缘有石块堆砌形成的斜坡有什么

作用？

问题 2：影响港珠澳口岸人工岛地面标高为 5m的主要

因素是什么？

问题 3：港珠澳口岸人工岛具有哪些作用？

问题 4：建设港珠澳大桥带来哪些地理意义呢？

设计意图：学生分组分问题探讨港珠澳大桥具体建设

项目的功能及大桥建设带来的地理意义，从不同的方面使学

生全面地认知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和完善对于区域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4 教学反思的亮点

①通过视频、图表、文字材料将情境立体化，将学生

引入真实的情境之中，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利于学生在

学习中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良好的问题

意识。

②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积极参与课堂问题的讨论，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学生分析材料和合作学习的

能力，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地理

实践力。

③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通过视频、图表、文字材

料将情境立体化，将学生引入真实的、有层次的问题链中，

以任务为导向完成教学目标，更好突破教学的重难点，帮助

学生深入认识人与地的关系。

④在学习港珠澳大桥布局的同时学生充分地感知了珠

江三角洲快速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腾飞、技术的进步，培养

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5 结语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分析和讨论问题的时间不充

裕，问题分析不够全面。同时教师对学生的回答缺乏规范性

和专业性的指导，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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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集中于此。昆明市男子健美爱好者每周有氧训练频率较

低，时长 0.5h以内；每周无氧训练频率较高，时长 1~1.5h。

5 建议

针对健美爱好者，人群较年轻，职业以健身教练为主

的情况。应该让大家了解健美的美学和好处，让社区中各行

各业的人受到感染，增加健身爱好者的群众基础。人人都是

健美爱好者，从而促进昆明当地健美爱好者水平的提升以及

健美运动的推广。

针对健美爱好者固定训练时长在 1~1.5h之间的问题，

过于死板。健美爱好者水平不一，状态存在差异。真正的训

练应该根据水平阶段适时调整训练时间，从而最大程度刺激

肌肉增长。针对健美爱好者阻碍因素以经济为主的问题，建

议健美爱好者利用社交平台分享原创健身干货，并且提供一

对一线上健身指导、健身计划等来获得收入。建立商业模式，

减轻开销并获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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