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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雅中

学的地理老师王兴华。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

内容是：第五章第二节 走向人地协调—可持

续发展（上）。【翻页】

本节课的课程标准是“说明协调人地关系

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缘由。”学习目

标有三个：

1.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原则。

2.认识到必须协调人地关系才能持续发展的

道理。

3.能够举例说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本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主要是 1 和 2【翻页】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

1.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有各种污染问题；各

种生态问题；各种资源枯竭问题。

2.城市、乡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

然主要环境问题表现不同，但都有环境问题。

3.很多环境问题还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那我们人类该怎么办呢？你期望一个什

么样的未来？【翻页】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播出了

一部中国拍摄的短片《2032：我们期望的未

来》，片中接受采访的中国人各用一句话描

述自己对 20 年后的期望。我们一起来欣赏。

【播放】【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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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众都听到了中国强有力的声音。

20 年后，你期望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应

该如何做，才能拥有我们所期望的未来？【翻

页】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创造物质财富，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环境问

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的威胁不断加剧。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

识到，如果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去

修复遭到破坏的环境，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的。人类意识到不能再一味追求经济

的快速增长。必须通过改变发展观念，协调

日渐紧张的人地关系。

那么人地关系思想史是什么样的呢？我

们接下来就来回顾：

【翻页】

左图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雕塑；

右图是古巴比伦崇拜太阳神的一块浮雕。

通过这两幅图，大家思考渔猎时代人地

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很容易得出【翻】

渔猎时代人类崇拜自然，环境问题不严

重。渔猎时代人口数量少，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微弱，环境对人类的制

约作用较强。【翻页】

我们再来看农业社会。通过农业社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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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图，我们可以得出农业社会人地关系是：

【翻】改造自然，环境趋于恶化。农业社会

尽管也出现一些环境问题，但是总体上呈现

出基本和谐的人地关系 。其实在农业社会，

随着耕作和灌溉技术的进步，人类已能在一

定程度上根据自然规律发展农业生产，出现

了人地关系思想的萌芽。如战国孟轲，提出“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

春秋管仲提出“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因

地制宜的思想。【翻页】

我们再来看工业社会。通过工业社会这

两张图，我们可以得出工业社会人地关系是：

【翻】征服自然，人地关系全面不协调。此

时人地关系思想出现交锋。一些人强调环境

对人的制约作用，形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

思想；另一些人却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

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空前

提高，使人类可以征服环境，成为自然界的

主宰。【翻页】

最后我们来看后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

时期就是我们当代，我们现在的人地关系是

怎样的呢？：【翻】环境和发展问题得到普

遍关注，谋求人地和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翻页】

我们总结一下“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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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猎时代：崇拜自然，环境问题不严重

农业社会：改造自然，环境趋于恶化。

工业社会：征服自然，人地关系全面不协调，

人地矛盾迅速激化

后工业化时期：谋求人地和谐，环境和发展

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翻页】

我们下面就来学习可持续发展的内涵。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步形成

并得到公认。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环境与发

展会议，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翻页】

1972 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

境宣言》；会议的突出成果是各国就环境问

题达成共识。

1987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给出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1992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21

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是可

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标志。为未来100

年可持续发展勾画蓝图。

2000 年 《千年宣言》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

议；给出 2000-2015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2 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我们

希望的未来》。

2015 年 联合国发展峰会《2030 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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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议程》。规划了 2016 年-2030 年世

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翻】

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背景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环境与发展的国际大事件。那么

究竟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翻页】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

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给出可持续发展

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危及

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翻页】

下面我们来看案例：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

《21 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从

理论探讨走向实际行动，并为全球开展环境

与发展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指导性框架。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设定了 2016—2030 年世界可持

续发展的总目标。该议程提出了 17 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是《21 世纪议程》实施计划的深

化。【翻页】

请同学们阅读 2030 年 17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思考：按照这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包括哪几个方面的持续发展？并

把这 17 个目标大概分类。

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发展；经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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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社会持续发展。【翻】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属于生态持续发

展的是：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

【翻】

属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是：廉价和清洁能

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工业、创新和基

础建设；缩小差距；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

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翻】

属于社会持续发展的有：消除贫困；消

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

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翻

页】

可持续发展内涵:包括生态持续发展，经

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发展。生态、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

组成可持续发展系统。我们一起阅读可持续

发展系统示意图。

生态系统（含资源）为社会系统提供环

境、资源；为经济系统提供环境、资源

经济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物质产品、资

金等；向生态系统排放生产废弃物

社会系统（含人口、科技），为经济系

统提供劳动、科技等；向生态系统排放生活

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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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系统中，“人的管理调控”特别重

要，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翻】

在可持续发展系统中

①生态持续发展是基础：强调发展要与

环境承载力协调。

②经济持续发展是条件：重视经济数量、

更追求质量，改变传统生产、消费模式

③社会持续发展是目的：改善、提高生

活质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翻页】

公平性原则：

指同代人之间公平：如普通人和残疾人之间。

代际人之间公平：如现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要

公平。

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公平：如人和大熊猫之

间，不能因人的存在导致大熊猫消失。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公平；如美国与其他

国家之间，不能因为美国的过度需求，导致

其他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翻页】

持续性原则：

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在资源环

境承载力之内。人类须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

源，保持适度人口规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否则社会系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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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出现饥荒、疾病、污染、资源枯竭等问

题。资源环境承载力也会下降。

我们来看一个超过环境承载力，违反持

续性原则的案例——所谓的“第八大陆”。

第八大陆位于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之间，

首先被美国船长查尔斯发现，查尔斯本想抄

近道从赤道无风带航过，结果却意外陷入一

个从未被人发现过的“垃圾带”。他回忆说:"我

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塑料。"在一望无际的"

垃圾带"中，他认出来的有塑料衣架、充气的

排球、卡车轮胎和塑料捕鱼浮标。"这简直就

是一锅'塑料汤'。每天无论何时放眼望去，到

处都漂浮着瓶盖、包装袋、碎片。"查尔斯花

了一周时间才穿越了这片"垃圾带"。

据科学家们粗略估计，这片"垃圾带"由

400 万吨塑料垃圾组成，占地面积达 140 万

平方公里;这相当于 4 个日本大小，是中国香

港特区的 1000 倍。科学家们形象地描述这是

世界上的"第八大陆"。【翻页】

共同性原则

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是世界各国共同任

务，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地区决策和行动应

有助于实现全球整体的协调。国际合作应在

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应超越

国界、民族、宗教、文化的制约，以积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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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态度参与环境领域中的国际合作。【翻

页】

我们总结一下可持续发展三个基本原则：

公平性原则——同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人

类与其他生物之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公平；持续性原则——经济活动、社会发展

必须保持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之内；共同性原

则——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世界各国共同

任务，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地区决策和行动

应有助于实现全球整体的协调。我们接下来

看一个活动【翻页】

理解“共同但有所区别的责任“

在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中，应遵循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负有共同的责任，但责任的大小、承担

的方式须有所区别。就下列观点展开讨论，

提出你的看法。

观点 1：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

出现有一个发展和积累的过程。从工业革命

开始到 20 世纪中叶，在人类燃烧化石能源释

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 95%。

因此，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

观点 2：从资源消耗的角度看，发达国

家人口少，但人均资源消耗大；发展中国家

人口多，但人均资源消耗少。两者均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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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负有责任。

观点 3：从开发和保护的角度看，发达

国家环境标准高，资金投入大，生态环境好；

发展中国家因为过度开发而造成生态破坏。

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责任。

通过思考，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翻页】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体现了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机会上的公平性原则。

即依据不同的国情而承担该有的环境治理责

任。

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要对炭排放

总量负更大责任，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

从资源消耗的角度看，以人均资源消耗

量还是以消耗总量为评价责任的标准呢？这

值得思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均对环境

问题负有责任。

从开发和保护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应给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

家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

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翻页】

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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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地理老师王兴华。欢迎大家来到走向人

地协调—可持续发展（上）答疑课。【翻页】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罗讷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冰川，在法国

境内的流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94%，历史上曾

是一条“野性”河流，经常洪水泛滥。19 世纪

以来，法国对罗讷河进行多次整治，并于

1931 年成立“国立罗讷河公司”，作为罗讷河

综合整治和开发的唯一授权机构。下图示意

罗纳河流域的地形。下表列出罗讷河整治不

同阶段的主要措施。

1.“恢复弯曲河道及河道分汊”体现了人地关系

思想怎样的转变？

我们从图表中可获取信息，罗讷河整治

第一阶段裁弯取直，消除河道分汊；第三阶

段恢复弯曲河道及河道分汊。再结合我们学

习过的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知识就可以

得到答案。【翻】

【答案】从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态度转变

为积极谋求人地和谐。【翻页】

2.说明“恢复弯曲河道及河道分汊”对恢复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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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作用。

我们抓住“恢复弯曲河道及河道分汊”这

一信息，再结合我们上节课学过的知识——

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然资

源枯竭等，我们就可以推理得到答案。【翻】

【答案】恢复河流的自然状态，扩展河道宽

度，延长河流长度，降低河流流速和洪水峰

值；恢复河流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

增强河流的自然生产力和对污染的净化能力。

【翻页】

“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还迷恋着过去

那种发展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

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总书记在多个场

合反复强调的这句话,如今让中国“体质”、“颜

值”都有了大变化,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

美中国,正在重现眼前。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反映的人地关系思

想是( D )

A.人定胜天论 B.地理环境决定论

C.因地制宜的思想 D.人地协调论【翻】

【解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思就是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人类和环境协

调发展,D 正确。人定胜天指的是人类无止境

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A 错误。地理环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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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人类活动完全由自然环境决定,人类活

动行为受自然环境制约,B 错误。因地制宜是

指具体的人类活动需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特点

开展,C 错误。【翻】【翻页】

4.下列做法或说法不符合上述思想的是( A )

A.竭泽而渔,焚林而田 B.退耕还林,退耕还牧

C.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D.植树造林,修建水库

【翻】

【解析】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是我们要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指应

根据植被生长规律加以利用，“退耕还林,退耕

还牧”“植树造林,修建水库”等做法都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竭泽而渔,焚林而田”指将水

抽干再捕鱼,将树林烧光再捕猎,不符合可持

续发展理念。A 合题意。【翻】【翻页】

5.2021 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峰

会再次宣布中方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付出的努力

不包括( B )

A.使用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

B.大规模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

C.植树种草,提高国土绿化面积

D.坚持绿色发展,低碳生活理念【翻】

【解析】使用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能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植树种草，能更多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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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两者都可以早日实现碳达峰，AC

不符合题意；大规模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

会破坏环境，导致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不

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B 符合题意；坚

持绿色发展，低碳生活理念，能减少碳排放，

早日实现碳达峰，D 不符合题意。故选 B。

【翻】【翻页】

课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