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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培养高中地理教师地理实践力
专业成长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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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是地理学科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必备的关键能力和主要

品格.提升学生地理学科的实践能力是新课改的要求,也是新高考对地理学科考查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

笔者在地理学科的教学实践经验,从课题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的价值和研究的方法、步骤,以及完成课题研究

的可行性等方面对课题研究加以阐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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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在新课改、新课程、新高考的背景下，地理学科教学突

破了应试教育中“重知识、轻能力”的教学模式，明确提出

了学生地理学科综合能力的培养要求，注重在地理学科教学

中对学生人地协调观、区域地理的认知能力、地理实践力等

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因而，高中地理学科教师应注重对

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二)研究意义

１．理论意义

(１)提高教师对地理实践力培养的认识。 本课题着重探

索高中地理教师对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的策略。 研究成果

有助于提升教师对地理实践力培养重要性的认识，使教师注

重在地理教学中设计实践力培养的方案，助力高中地理学科

教学质量的提高；(２)助推地理实践的培养策略从理论到实

践的转化。 本课题通过理论学习、个案分析、访谈等研究

方法，了解高中地理教学中实践力的培养现状，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探索出解决的方案，并把理论策略用于教学实践，在

指导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成果。

２．实践意义

(１)转 变 教 师 教 育 理 念。 教 师 是 教 育 改 革 的 实 施

者，教师的 教 学 理 念 决 定 着 教 学 改 革 方 案 落 实 的 有 效

性。 本课题在研究地理实践力的培养措施过程中，必定

会促使地理教师摈弃应试教育的模式，树立新的地理学

科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将地理实践力的培养措施

真正落实到教学行动中；(２)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

践力的培养需要教师通过创设教学情境等教学方法，让

学生在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法中获得对地理学科

知识的认知，并在自主学习中提高对地理学科的学习兴

趣。 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通过对地理知识的应用提高其

对地理知识的应用能力，同时也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学习方法；(３)培养高中地理教师地理实践力专业

成长。 本课题组所在学校是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是定西市优质高中之一。 但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一线

地理教师普遍较为淡化实践教学，原因有以下两点：一

是在课时紧张、课堂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只能通过

播放实验视频或教师口述来代替具体实践操作；二是没

有专门的地理实践活动课，课程体系和活动项目有待开

发。 因此，本课题组基于培养高中地理教师地理实践力

专业成长的实践活动项目开发和实施策略研究的重要价

值，针对 以 上 问 题，制 定 了 本 课 题 的 研 究 目 标 与 研 究

内容。

国内研究现状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我国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就强调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要注重运用观察法和实践法培养学生的地

理实践能力。 本世纪，我国明确提出教师要重视对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重视对学生学科实践能力的培养。 地

理学科在新课改、新课程、新高考的背景下，提出了由“人

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四大素

养组成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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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及内容

实践活动是教师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有效载体，具有

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其一，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兴

趣。 目前一些学校的地理教学主要还是停留在课堂，以多

媒体为载体呈现视频、图片等教学素材，教师地理实践力专

业素养有待提升，且教师地理实践积极性不高；学生独立学

习为主，不善于合作，学习积极性不强。 因此，有效提升

地理教师实践教学的比例，为教师拓宽教学实践的路径。

为学生打造课内外结合的地理实践平台，不仅能够丰富教学

形式，还能够激发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积极性。

其二，落实地理课标，培育核心素养。 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更需要教师用多样的形式，带领学生走出课堂。 因此，如

何让课标真正落地、在教学中浸润核心素养，是教师在讲解

基础知识之余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以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必修二内容为基础，开发配套课堂教学的地理实践活动项

目，完善“教Ｇ学Ｇ评”一体化的地理实践活动实施策略，提

升高中地理学科教师地理实践力的培养能力。 本课题的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筛选、设计和开发基于教师地理实践力培养的地理

实践项目

１．项目分类

根据实践活动开展的地点和方式，将所有项目分为模型

制作、地理实验、野外实践、社会调研。

２．项目筛选

通过研读《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

修订)》、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结合甘肃省定西市安定

区的具体情况，整合、筛选适合的可以作为地理实践活动的

项目，力求做到每学年开展的活动内容精简、每一次活动有

效，切实落实教师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３．项目设计原则

活动项目的设计既要有的放矢，又要真实有趣。 因

此，笔者认为项目的设计需要符合以下几点原则：(１)提升

教师地理实践力原则。 地理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

学生的地理学科综合能力。 而地理实践力的要素，如观

察、调查、考察能力、地理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地理信息

技术运用能力等并不能在一次实践活动中同时培养。 因

此，所有实践活动的安排必须合理，要均衡培养诸多地理实

践力的要素；(２)典型性原则。 课标和教材中的实践活动十

分丰富，但是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选的活动内容必须

典型而精简；(３)因地制宜原则。 所谓“实践出真知”，学

生对身边所发生、所感悟到的知识最为深刻。 因此，教师

应该充分挖掘当地乡土地理素材。 就地取材更加直观可，

也能激发教师和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二)基于案例研究，完善各类地理实践活动的实施策略

四类地理实践活动(包括模型制作、地理实验、野外实

践、社会调研)在开展环节、材料选取、开展方式、开展地

点、成果评价方面差别较大。 因此，本课题将基于案例，

最终提供教师地理实践活动的教学设计模板和评价模板。

教师地理实践力培养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一)研究方法

(１)文献分析法。 笔者上网检索了以“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地理实践力”“教师地理实践活动”为关键词的研究，

厘清概念，了解到目前国内对于教师地理实践力培养的前沿

理论及实践经验；(２)案例分析法。 笔者分别选取模型制

作、地理实验、野外实践、社会调研四类典型案例进行研

究；(３)问卷调查法。 笔者利用“问卷星”设置教师问卷、

学生问卷，同时进行教师访谈等形式获取数据，深入分析，

了解现状和原因，并提出实施策略。

(二)技术路线(图１)

图１　教师地理实践力培养技术路线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２０２３．１０)：阅读、研究有关地理实

践力和地理实践力的培养策略的理论文献，研读课标及湘教

版地理必修一、必修二，熟悉可用于培养教师地理实践活动

的教学内容。

第二阶段，实践活动项目筛选(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３．１２)：依

据活动项目的设计原则进行筛选、整合，制定契合教学计

划、符合实际的各类活动。

第三阶段，实践活动项目设计及开展(２０２４．０２—２０２４．

１２)：(１)教师课内地理实践活动的开展：针对教师能够在课

堂上进行的地理实践活动(如地理实验)，需要精简而高效，

精心设计；(２)教师课外地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教师要充分

依托课外活动、地理社团、学校研学旅行等平台，开展地理

模型制作、野外考察、社会调研活动，并制订多元评价机

制。 在实践活动中及时收集教学成果，及时调整优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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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并运用东方红中学地理教研组的微信群进行宣传

跟进。

第四阶段，总结阶段(２０２４．１２—２０２５．１１)：(１)课题资料

的归纳与汇总；(２)收集整理案例、教学反思等资料；(３)撰

写研究报告、系列论文。

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一)参与者组成结构

本课题组主持人为甘肃省特级教师、甘肃省定西市安定

区高中地理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本课题组参与人员专业基

本功扎实，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地理实践力研发能力，为课

题组正常开展研究任务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二)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１．得天独厚的野外考察、社会调研条件

就定西市的地形条件而言，其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山脉纵横分布、穿插盆地、

平原。 且有众多微地貌，如流水侵蚀和流水堆积微地貌、

风力侵蚀和风力堆积微地貌，教师有设计自然地理教学的丰

富素材。

同时，定西市拥有许多地方特产，如以定西市安定区为

代表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重要商品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

工基地；定西市陇西县、岷县等地有黄芪、当归、党参等中

药材，自古就有“千年药乡”“天然药仓”的美誉。 本课题

组认为，这些素材是教师走出课堂、进行野外考察和社会调

研得天独厚的优质资源和绝佳素材。

２．学校提供优质资源

本课题组所在的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在２０１８年晋

升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拥有优质的师资力量。 学校重

视实践育人，每学年五月、十二月组织一次全校性的“社团

活动月”。 其间，教师可充分利用此契机，设计特色鲜明的

地理实践活动案例和创设丰富多彩的地理实践力培养的特色

社团，争当社团辅导教师。

此外，本课题组依托安定区高中地理廖廷武名师工作室

可以进行实证实践研究。 东方红中学配备有专门的地理数

字实验室，内含大量地貌模型和地理教学工具，如指南针、

罗盘、晨昏仪、日地月运动仪、大比例尺中国地图、大比例

尺世界地图等，可供日常教学和社团活动使用。

３．地理社团提供开展平台

东方红中学社团活动丰富，其中“经天纬地”地理社是

学校传承多年的地理社团，每周固定举办社团活动，但是活

动形式、活动内容有待整合，活动过程评价有待完善。

４．学校可借助“研学旅行”实践活动培养和提升教师的

实践力

东方红中学还重视实践活动阵地建设，目前已经开展了

多项研学旅行活动。 如香泉民俗展览馆活动、以“探寻丝

路文明、感受厚重敦煌”为主题的研学的活动。 本课题组

认为，教师可借助“研学”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一

些“地理”味道。 如前往敦煌时，可以加入“风成地貌”的

观察与探究研学活动；前往香泉回族自治镇时，可以探究学

习回族特有的少数传统民俗民族文化与定西市地理环境的

关系。

５．高中地理廖廷武名师工作室研究平台的助力

学校可以依托定西市安定区高中地理廖廷武名师工作室

的研究平台定期举行基于培养高中地理教师地理实践力专业

成长的研究活动。 制定研究方案，设计研究方法，适时分

享研究的成果，交流、反思和总结研究的过程。

高中地理教师地理实践力培养策略的课堂实践教学活

动，通过“同课异构”活动，同伴引领，共同成长，促进教

师实践力专业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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