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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is to make the students, teachers,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content in classroom micro-ecology coexist harmoniously and 
develop continuously.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ed the observation scale of geography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high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and used classroom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classroo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class-
room teaching management as the four first-level indicators of the scale. The first-level indicators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second-level indicators to evaluate current situation of classroom man-
agement. By observing 10 random classroom records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o-
graphy classroom management, the present teaching discipline management of geography class-
room is better, but the situation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lassroo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classroom teaching management is worse.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im-
provement methods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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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学视角下的课堂管理能使课堂微生态中的学生、教师、教学环境、教学内容能够和谐共存，持续发

展。本文通过编制“生态学视角下高中地理课堂管理观察量表”，以课堂环境管理、课堂纪律管理、课

堂关系管理和课堂教学管理作为量表的四个一级指标，并将一级指标划分为多个二级指标来衡量课堂管

理现状。通过观察十个随机课堂实录和分析当前地理课堂的管理现状，得出目前地理课堂的教学纪律管

理情况较好，但课堂环境管理、课堂关系管理和课堂教学管理情况较差，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学视角下

的管理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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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是生态学的世纪，生态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世界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视角，从 21
世纪起，“生态”一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物领域，开始渗透到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正如十八大提出

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教育思想也开始越来越受重视。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

中涉及了一些抽象、难理解的内容，还包括了大量琐碎、记忆性强的知识点，并且地理作为一门与现实

生活联系紧密的学科，学生易将教学内容代入到自己的生活和过往经历中。当前，高中校园里活跃着的

00 后学生有着比 90 后学生更加强烈的表现欲，学生课堂生成性问题更多，更加向往自由的生活学习空

间，希望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而现在的高中生一天在学校里的时间超过 8 小时，其中课

堂教学时间占了 90%，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课堂方式的出现。本文将从生态学视角探索高中地理课堂管理

目前现状，以及课堂管理方法和措施。 
生态课堂是指在生态学思想的指导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主体，实现师生共同、

和谐、持续发展的课堂教学模式。生态学视角下的课堂管理将“学生、教师、教学环境、教学内容”看

成是生态课堂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1]。该如何采取适当的方法管理生态课堂中的各个生态因子，

使各因子之间能够保持动态活力、相互依存共生、和谐持续发展呢？ 

2. 制定生态学视角下高中地理课堂管理观察量表 

生态学视角下高中地理课堂管理观察量表(以下简称“量表”)包括标题、导语、主题和总结四个部分,
主题部分包括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要求、权重和得分五个部分[2]。 

根据新课程对课堂管理的内涵和理论要求，并结合生态课堂的理念，建立起了《生态学视角下高中

地理课堂管理观察量表》。将组成生态地理课堂管理的四大部分——课堂环境管理、课堂纪律管理、课

堂人际关系管理和课堂教学过程管理作为量表的一级指标，并将四个一级指标划分为多个二级指标，课

堂环境管理包括物理环境、社会环境、教学情境三个二级指标；课堂纪律管理包括教师管理下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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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律促成的纪律、集体约束形成的纪律三个二级指标；课堂人际关系管理包括师生关系管理、生生

关系管理两个二级指标；课堂教学过程管理包括教学任务、教学活动、教学资源、教学参与四个二级指

标，并且每个二级指标的指标要求也有详细说明，具体见表 1。基于生态课堂管理的内涵，并采用德尔

菲法征询了多名一线地理教师的意见，对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了权重赋值，以确保量表指标与权

重的权威性。 
 
Table 1. The observation scale of geography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senior high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表 1. 生态学视角下高中地理课堂管理观察量表 

编号：    课题：                  评价者：                      时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权重 得分 

A 课堂环境管理 
(18%) 

A1 物理环境 教室的物理环境(包括教室空间、教室光线、教室颜色、座位安排等)能够让学

生感到舒适 
5  

A2 社会环境 班级的社会环境(包括教室文化、教室学习氛围等)能够激励学生学习 5  

A3 教学情境 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创设贴近真实的地理教学情境 8  

B 课堂纪律管理 
(22%) 

B1 教师管理下

的纪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样的管理措施(如组织纪律管理、提问等)，使课堂纪

律维持在可控范围，教学可以有序进行 
7  

B2 学生自律 
促成的纪律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约束和管理自己的言行(如不交头接耳等)，并发挥自己的主

观自动性，配合教师进行教学行为 
7  

B3 集体约束 
形成的纪律 

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能否保持一个开放互动、持续交流

沟通的过程，并保持教学节奏 
8  

C 课堂人际关系

管理 
(20%) 

C1 师生关系 
管理 

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是一种动态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学生在课堂生态中居于

主体地位，教师则处于一个引导者地位 
12  

C2 生生关系管

理 
学生之间是一种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合作关系，并且形成相互影响，和谐共

生的学习共同体 
8  

D 课堂教学过程

管理[3] 
(40%) 

D1 教学任务 师生能够共同完成教学设计中的地理教学任务 8  

D2 教学活动 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在地理学习过程中进行问题活动探究 10  

D3 教学资源 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和利用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生成性资源 10  

D4 教学参与 学生能够全员参与并以多种方式参与地理教学 12  

评价结论 
总分： 

主要优点及指标： 
主要缺点及指标： 

3. 生态学视角下高中地理课堂管理现状 

3.1. 观察评价 

因研究目的为生态学视角下的高中地理课堂管理现状，对于选取的教学内容无特殊要求，所以将在

一师一优课平台(即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选取完整的课时进行观察评分；为避免选取的样本相似

而导致观察结果过于局限，将选择不同优秀等级的课进行观察评分，笔者从近五年不同地域等级的优质

课中选取了 10 个不同优秀等级的课例，其中有 3 个省优，4 个市优和 3 个县优。最终确定样本如表 2 所

示。 
本文采用的是课堂观察法对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视频进行评价，在观察之前将与各观察者沟通明确

观察目的、方法和评分标准等事项，具体观察流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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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 general survey of examples 
表 2. 选取的课例概况 

序号 属地 内容 年份 等级 

一 山东省 世界地理：东南亚 2014 省级 

二 安徽省 交通运输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2015 省级 

三 江苏省 大气运动 2016 省级 

四 深圳市 区域和区域差异 2015 市级 

五 舟山市 工业的区位因素与工业地域联系 2015 市级 

六 郑州市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2014 市级 

七 渭南市 世界地理：欧洲西部 2018 市级 

八 阳谷县 城市空间结构 2018 县级 

九 凤凰县 湿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018 县级 

十 保靖县 人口、城市与环境 2018 县级 

 

 
Figure 1. Observe the flow chart 
图 1. 观察流程图 

 

根据观察流程将三位观察者的平均分整理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detailed list of average scores of sample lessons 
表 3. 样本课例平均得分明细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平均分 

A 
(18) 

A1 (5) 2.33 2.67 2.33 4.00 2.33 2.33 4.00 3.33 2.33 1.67 2.73 

A2 (5) 2.67 2.00 2.67 3.67 3.00 3.33 3.00 2.33 3.00 2.33 2.80 

A3 (8) 6.67 5.67 6.33 6.33 6.67 6.67 6.33 5.00 5.67 5.00 6.03 

B 
(22) 

B1 (7) 6.33 5.67 6.00 5.67 5.67 6.00 6.00 6.33 5.67 6.00 5.93 

B2 (7) 5.67 5.33 5.33 5.33 5.33 5.67 5.33 5.67 4.67 5.00 5.33 

B3 (8) 7.33 6.33 6.00 6.67 6.33 6.67 6.00 6.33 5.67 5.67 6.3 

C 
(20) 

C1 (12) 9.67 10.33 9.67 10.00 10.00 8.33 9.67 9.67 9.00 7.67 9.4 

C2 (8) 6.33 6.67 6.00 7.00 6.33 6.00 6.33 7.33 5.67 5.67 6.33 

D 
(40) 

D1 (8) 7.67 7.00 7.00 6.67 7.33 6.67 7.00 7.33 5.67 6.33 6.87 

D2 (10) 9.33 9.33 7.67 8.67 7.33 8.00 7.67 9.00 7.33 6.00 8.03 

D3 (10) 9.00 6.67 7.33 7.67 8.33 7.33 6.33 6.67 6.00 6.00 7.13 

D4 (12) 9.33 10.33 9.67 9.33 7.67 7.33 8.67 9.67 8.00 7.67 8.77 

总得分 82.33 78.00 76.00 81.00 76.33 74.33 76.33 78.67 68.67 65.00 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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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状分析 

根据样本课例平均得分明细表，将样本在生态学视角下的各一级指、二级指标以及总分得分情况总

结分析如下，这样可以直接且直观比较样本不同指标间的得分差异。 
通过对图 2、图 3 的分析可知，目前生态学视角下的课堂管理情况为中等，并且差距较大，从总体

来看，等级越高的优质课情况越好，等级较低的优质课情况则较差，但也能看出，课堂管理情况与当地

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有一定关系，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情况较好。通过对图 4 的分析可知，目前对课堂环

境的管理的情况较好，特别是教师比较注重对课堂教学情境的塑造，但是对当前的教室物理环境和社会

环境的管理还没有体现强烈的学习氛围。通过对图 5 可知，当前中学地理课堂的纪律管理很好，不管是

教师、学生和集体都为课堂纪律的维持做出了贡献。图 6 反映出目前生生之间关系很好，这也与 00 后学

生热爱表达、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师生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从样本反映的现象来看，目前

中学地理课堂师生关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以教师为主导的，且对话是以简单

是非题为主，并没有体现动态、平等对话的关系。图 7 体现出当前教师在地理教学中能够采用多种教学

活动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对于教学过程中生成的教学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不够充分，以及学生参与教学的

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以问答形式为主。 

4. 生态学视角下高中地理课堂管理改进方法 

生态学视角的教学管理并不是像传统的管理方式一样用说教惩罚的方式来管理课堂，而是利用学生

的兴趣和关注点来管理学生，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凭借着这些吸引力自觉地跟着教师的引导进行学习[4]。
有以下几点方法。 
 

 
Figure 2. The score of each item under the ecology angle of view 
图 2. 生态学视角下各项得分情况 

 

 
Figure 3. Total score of each s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图 3. 生态学视角下各样本总分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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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cores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图 4. 生态环境视角下课堂环境管理各项得分情况 

 

 
Figure 5. The scores of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图 5. 生态环境视角下课堂纪律管理各项得分情况 

 

 
Figure 6. The scores of classroo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图 6. 生态环境视角下课堂关系管理各项得分情况 

 

 
Figure 7. The scor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图 7. 生态环境视角下课堂教学过程管理各项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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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创造和谐的教学环境 

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学生安心学习的基础，目前中学的班级规模普遍偏大，根据研究，20~30 人的班

级规模是最理想的。教师还要立足于本节内容整体的教学目标，创设符合学生学习心理的教学情境，让

学生可以在教学情境中思考、学习、完成教学目标。 

4.2. 使用开放的教学资源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不仅其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也是综合性极强，

并且地理学科和生活联系相当紧密。由于学生的兴趣爱好、社会经历和成长背景的不同，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思考会不一样、由教学内容联想到的事物也会千差万别。所以教师在上课时要特别注意使用与学生

生活相关联的教学资源，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生活联系起来，并且把握住教学过程中生成的教学资源，

以此来抓住学生的眼球，使学生可以紧跟老师的思维，达成教师和学生的和谐持续的发展。 

4.3. 注重多样的教学方法 

生态的课堂作为一个微观的教育系统，需要针对不同差异的学生个体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因材施

教，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参与课堂。采用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代替满堂灌和简单的问答

互动模式，利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自主–合作”、“探究–体验”等方法。做到全员参与，实现学

生主体、教师引导，师生平等互动、对话的课堂。 

4.4. 打造生产的教学过程 

课堂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师生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难以预设的事件，而往往也会是这些不

能预设的事件使得课堂活跃、学生注意力集中。教师要尊重学生每一个发源于教学的事件，捕捉住这些

生成性的事件，将这些事件转化成可供学生思考、讨论、探索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阐述自己的看法，

使教学过程更加丰富多彩。这也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掌握各方面的资讯，以便可以淡

然应对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生成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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