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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Methods in Ordinary 
High Schools in the New Era point out that in order to deepen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interactive, 
heuristic, exploratory, and experiential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context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teaching such as project research, project design, and research-based learning, and 
conscientiously	carry	out	confirmatory	and	exploratory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se	changes	and	demands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reform of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in geography, and designs 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or the national geography curriculum in ordinary high schools.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geographical experiments, on campus geographical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regional geographical 
field	practice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situations,	to	enhance	students’	core	
geographical literacy and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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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实践力的国家课程校本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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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要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题导
向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等课堂教学，注重加强课题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性学习等跨学科综合性教学，认
真开展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验教学。这些变化与需求都对学校地理课程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论文基于高中学生地理
实践力培养，对普通高中地理国家课程进行校本化设计，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结合区域特点和学情，开展地理实验、校内地
理实践活动和区域内地理野外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地理核心素养，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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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发挥区域特色和学校现有条件优势

延庆区作为北京市远郊区县，大部分高中学生来自农

村，受经济条件限制，很多学生没有走出过延庆区，所以学

生的地理视野窄，地理主动学习能力较薄弱。但是区域内有

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料，如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野

鸭湖湿地保护区、八达岭长城景区、小丰营蔬菜种植基地等，

是打造真实学习情境，组织学生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有利空

间。各高中学校均建设了地理学科专业教室，有较丰富的地

理实验设备、演示模型、地理实物标本等资源。发挥区域特

色和学校现有条件进行地理学科课程建设，带领学生开展地

理实验、校内地理实践活动和区域内地理野外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通观察、感悟、理解地理环境，实现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就成了高中地理教

师的重要任务。

鉴于学校的地理设施和学生的学习条件，延庆区第五

中学地理组教师就上述问题深入思考、勇于实践，探索了“创

设真实情境·创新地理实践”课程，并在近 3 年的教学中 

实施。

2�基于地理实践力的国家课程校本化课程理念、
原则与目标

2.1�课程建设理念
现代教育之父约翰·杜威提出的“做中学”理论，他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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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理念。他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

让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起来，学生从

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学习，从而促进其成长和

发展。“创设真实情境·创新地理实践”课程组织高中学生

参与地理实验、地理实践活动的过程就是“做”的过程，学

生通过“做”亲自观察接触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运用各种

感官去感知，再根据所获取的感性知识去思考解决问题的途

径，最后达到亲自动手解决问题的目的，这种方法有利于学

生获得直接经验，实现已有经验的改造，这种经验的改造又

能为后续经验的学习提供指导，符合杜威的教育思想。

2.2�课程建设原则
依据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结合高中地理学习的主要内

容，基于笔者所在学校高中学生发展的实际需求，此课程的

内容选择与实践活动组织应遵循指向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和

综合性原则。

2.2.1 指向性原则
指向性原则指的是教师在进行地理实验设计、地理实

践活动设计时出发点要指向学科的课程标准、指向学生的实

际、指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2.2 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即教师在地理实验设计、校园内地理实践

活动设计和野外实践活动方案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设计

目标要明确，步骤要清晰可行，问题设计要具体，可操作性

要强。

2.2.3 综合性原则
综合性原则是指教师在设计实践活动中，要尽可能地

体现出学科的综合性，包括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自然与人文

的综合等，有可能的话，还可以是跨学科的综合 [1]。

2.3�课程目标
“创设真实情境·创新地理实践”课程的总目标是通

过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从地理教育的角度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具体要达成如下目标：

①通过地理实践活动，学生能够选择适当的地理工具

并能够正确使用地图、定位工具、测量工具等基础工具收集、

处理地理信息，解决实际问题。

②通过地理实践中观察、调查、访谈等活动，学生能

够提升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观测能力、调查考察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规划设计能力。

③在实践活动中，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设计地理实践

活动的方案，能提出有创造的想法。并主动从体验和反思中

学习，实事求是，同时培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方法。

④通过地理实践活动，学生能够正确看待地理环境与

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认同人地协调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态度，触动热爱、感恩、

保护大自然的情怀。

3�课程内容

“创设真实情境·创新地理实践”课程设计思路是在

高中地理必修模块和选择性必修模块学习利用有限的条件

设计简单易操作的地理实验活动，充分挖掘学校内和学校周

边的乡土地理资源利用地理课、社会大课堂或校本课程时间

带领学生开展地理实验、校内地理实践活动和区域内地理野

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

学习方式，观察、感悟、理解地理环境，形成对地理事物发

展规律的客观认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快速深入地将

课本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

积极性，增强自主学习性，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区域认

知和综合思维，形成正确人地协调观，最终达到提升学生地

理核心素养的效果。同时，还能让学生感受到地理学习就在

身边，就在家乡，增加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对学校对家乡的热

爱，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经过三年来的研究和实践，目前“创设真实情境﹒创

新地理实践”课程体系初步建立，主要分为三类课型，即

地理实验类课程、校内地理实践类课程和野外地理实践类

课程，内容涉及高一、高二地理教学中共实践 19 个单元 

章节。

第一类课型是地理实验类课程，如热力环流演示实验、

大气受热过程演示实验等。这类课程主要分布在自然地理学

习部分。教师自主操作演示地理实验或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

生亲自操作地理实验。学生通过直观的地理实验，体会知识

的来由，认识地理事物、探索地理现象、发现地理规律及过

程等。这种课型一方面学生亲身动手参与，利于全面透彻地

理解知识；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地理学

习的热情，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其地

理实践力素养。

第二类课型是校内地理实践类课程，如利用操场空间

制作等比例太阳系模型、操场测旗杆影长学习太阳高度、校

园植被观察等。这类课程主要分布在自然地理学习部分。教

师组织学生在校园内通过开展地理实践活动来进行地理学

习，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动手动脑用心去体验研究，将感性

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这种课型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对蕴

藏在实践活动中的事物和现象作出充分的感知、理解、领悟，

最终构建新知识。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全面

综合发展，充分体会蕴藏于教学活动中的快乐 [2]。

第三类课型是地理野外实践类课程，如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地貌考察、农业区位因素（张山营苹果种植）调查、土

壤的形成因素（野外土壤剖面挖掘）等等。这类课程是教师

带学生走进家乡的山水林田、厂矿聚落，组织学生在区域内

进行地理实践活动，认识家乡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资源

状况、经济发展（工农业情况）、旅游资源等状况。引导学

生把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建立联系，在真实的情境提升学生

的地理观察、地理调查、地理分析等能力，感悟、理解地理



2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6 期·2024 年 06 月

环境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锻炼环境适应能力、培养发

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4�课程实施效果

4.1�学生地理学习兴趣日渐浓厚
在历次的地理实验和地理野外实践活动中，学生始终

是满脸欢乐地学习，积极动手实践、主动和老师同学交流，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地理学习兴趣，热切期望下一次的地理野

外实践活动，这种课程让学生切实地爱上地理学习。参与

活动的老师也都情绪高涨，纷纷表示这才是地理课该有的

样子。

4.2�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日趋高涨
尤其是我们带领学生走在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看上亿年

的恐龙脚印，品味延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爬上大浮坨山

顶俯瞰延庆平原区的农林景观，欣赏百里妫川的壮美；走过

京张铁路“人”字形的路段和京张高铁百米深的地下高铁站，

感受百年来祖国家乡的巨大变化。一次次的活动，学生真切

地感受到家乡的自然美、人文美，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油然而

生。纷纷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将来要回到家乡，把家乡建

设得更美丽更富饶。

4.3�学生地理实践力素养显著提升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建立课本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

系，在真实的情境中观察、感悟、理解地理环境以及它与人

类活动的关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树立自信心、

责任感、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等品质都有很大提升。

如在大浮坨土壤剖面挖掘实践活动后，学生写的本次

活动收获有：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学会使用 GPS 实时海拔

APP 确定地理位置、查阅区域等高线地形图；掌握了等高

线地形图的判读方法，并能够结合实际地形判读；我能够选

择合适工具正确挖掘土壤剖面，能够正确采集土壤标本；能

够对比不同高度土壤剖面的土层特点、土质特征，找出共同

点和差异；能在教师指导下，初步分析影响土壤的因素；同

学们各司其职，有分工有合作，我们高效愉悦完成学习任务。

我们在延庆区 2021 年高三等级考模拟试题中，以“上

新庄水土保持基地实践活动”为试题情境，编制了一个综合

题目，包括实践线路选择、地貌景观成因和利用数据，从

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坡度、措施四个要素中任选其一，

说明其对泥沙冲刷量的影响等题目。在试题分析中，我们发

现参与实践活动的学生明显完成得特别好，学生能够用控制

变量的科研方法进行思考，能够用数据和术语分析题目并作

答，成绩明显高于没有实践过的班级。

4.4�教师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显著提升
真实的地理环境特别复杂，在地理实验和野外实践过

程中遇到的地理现象、地理景观远远超出了我们教师熟悉的

教材内容，有时候我们教师也不能准确把握和分析。面对

这些情况，我们一般是在正式带学生活动前，教师先全程走

一遍，对于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疑点先进行学习和研讨。

以至于在带领学生实践活动时做到胸有成竹。所以，开展地

理实验和野外实践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同时也促使我

们教师专业水平和学术水平不断进步。课程实施过程中老师

们也收集了丰富的地理实验、实践活动案例素材，积累了开

展地理实验和地理实践活动的经验，对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

素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老师们以理论和实践积累

为途径，以提升能力和效果为追求，认真学习、大胆实践、

积极交流、总结反思，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3 年来，我们撰写的活动案例和论文，5 篇文章在《地

理教育》《中学地理教学参考》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获得

国家级、市区级奖励。教师们的工作热情高涨，地理教育理

念不断更新，教育教学方法也不断改进，科研素养得到了极

大的提升 [3]。

5�反思与展望

经过三年的探索与实践，“创设真实情境·创新地理

实践”课程内容及实施策略基本形成，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不断尝试与验证的过程中，地理

实践力、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及人地协调观等地理学科素养

明显提升。这些成果更坚定了笔者继续开发该课程的信心。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笔者还将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

实践。

5.1�继续丰富课程资源
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深入挖掘其中适合开展地

理实验、校内地理实践活动和区域内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尝

试组织开展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继续丰富课程资源。

5.2�尝试跨学科开展实践活动
可以与历史、政治、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联合开

发课程资源，设计实践活动内容，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

进一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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