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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在线制图平台在地理

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 韩会然 杨成凤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城市、数字地球逐
步变成现实，大数据的使用方兴未艾， “云计算”
“互联网 +”的思维方式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
在线制图平台不仅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加开
放的学习平台，而且为地理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
活力。合理利用在线制图平台，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利用在线制图平台导入新课，能够激发师生
学习热情。传统地图存在资源共享难、更新难、
交互性差等局限，而在线制图平台能够快捷、形
象地展示区域地理的人文和自然要素，教师可以
根据教学内容制作主题新颖、图文并茂的专题地
图，来吸引学生眼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
活动中。如在地理教学中讲授 “中国人口分布”
时，教师可以将中国县级层级的人口数据导入在
线制图平台，呈现出不同时间内的人口分布地图，
让学生一目了然地了解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利用在线制图平台能够促进师生互动。从教
师的角度来看，在线制图平台能够提供更多的地
理素材，帮助学生突破教学的重难点问题，培养
学生的地理技能和空间思维能力。从学生的角度
来看，通过在线制图平台，学生可以自学动手制
作地图，能够更深层次地和教师进行交流互动，
活跃课堂气氛。如在学习 “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
———以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时，教师可以通
过在线制图平台给出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区位图和城
镇分布图，让学生理解珠三角的区位特征，从在线
地图上城市数量变化和城市等级变化来直观感受城
市的发展规律，易于学生掌握城镇化的内涵。

利用在线制图平台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补
充地理知识。与 PC 端软件和传统在线地图相比，
在线制图平台具有简单易学、制图快捷、使用门
槛低、地理信息时效性高的优势，且具有多主体
参与制图、成果多平台共享使用的特征。通过在
线制图平台，教师可以多方面补充地理知识，开
阔学生视野，满足学生对不同地理知识的需求。
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多
种要素来制作各种类型的专题地图，提升自身认
识地图、绘制地图的核心素养和技能。

(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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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红艳

2017 版高中地理新课标中增加了培养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内容，其中首要核心素养就是人地
协调观。因此，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全方位开展
生态文明教育，为建设美丽中国培养更多优秀的
创新、创业人才是时代赋予地理学科的历史使命
与责任担当。

一是树立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观是指保护
环境的道德行为准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尊重与善待自然，顺应自然的
生活; 关心自己并关心人类; 对子孙后代负责任，
节约使用地球有限资源，采取慎行原则。例如，
应践行极简生活，爱护环境，即使是蚂蚁，也应
充分尊重和爱护，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个体。

二是强调维护生态平衡。地球是完整的生态
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并往复循环的自
然链条，是生命的共同体。而人类则是其中的一
员，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
觉维护生态平衡，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例
如，海河流域大量修建水库等人为工程，取水过
量，超出了自然承载力，引发河道和湖沼干涸、
湿地萎缩、土地退化、洄游鱼类消失等严重威胁
人类生存发展。因此，人类只有自觉维护生态平
衡，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三是深刻领悟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键在于 发 展 循 环 经 济。循 环 经 济 的 基 本 原 则 是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其核心是资源高效
利用和循环利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全面认识循
环经济。例如，秸秆可作为肥料、饲料、能源、工
业原料、手工饰品和艺术雕塑品等。发展循环经
济，实现秸秆综合利用，既消除焚烧污染，保护土
地生态，缓解资源危机，又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四是勇做生态创业先锋。生态文明建设最终
要依靠各类创新创业人才，更需要生态企业的广
泛创立。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勇做新时代生态创业先锋。例如，生态企业亿利
集团创始人王文彪带领库布其人民发展生态产业，
对防治荒漠化作出积极贡献，获得 “世界土地生
命奖”，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因此，学生要
以这种企业家精神为引领，勇做开拓者生态创业，
带动生态文明更好发展。

( 作者单位: 白城师范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