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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地理研学课程是高中地理教育的重要补充，是实现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PTBL教学

模式，利用广东省湛江市乡土研学资源，以高中学段学生的地理学习发展情况设计研学课程；并运用CIPP
评价模型对研学课程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PTBL模式下的研学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提升高中地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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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geography research course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core geographical literacy. Based on the PTBL teaching 
model, this study uses the local research resources of Zhanjia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designs research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y learning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
dents; and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research cour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courses under the PTBL model can help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geo-
graphical literac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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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学课程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研学旅行课程模式是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出现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研学课程的开展不仅有利于

实现学习者之间真正的交流并启发新知识的产生，同时有助于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

教育部等 11 部门于 2016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指出：“研学旅行是进行综

合改革实践特色育人活动的有效途径”，该意见表明了各类学校及教师在日常教学期间实施研学课程的

重要性，同时也助推学校和教师对地理研学课程开发，研学课程也逐渐成为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促进学生

与教师发展必不可缺的学习活动。 

1.2. 高中阶段研学课程建设现状分析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校外教育的话题引发了全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研学旅行成为众多教育

机构转型新方向，促成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旅行 + 教育) [1]。我国研学旅行萌芽及相关行为在古

代就已经存在，如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徐霞客走遍江河湖海后完成《徐霞客游记》，郦道元将游历

大好河山时将所见所闻汇总著成《水经注》。目前，国内很多中小学，如张掖育才中学、兰州第三十四

中学、亳州第十八中学、克拉玛依第一中学等学校都在积极地探索研学实施路径，在相关教育部门和学

校领导的指导下探索开展研学旅行[2] [3] [4] [5]。同时研学旅行也逐渐成为教育界的热点话题，引起了大

量学者的关注。如陈良倩等指出，研学旅行已成为学校开展地理综合实践活动教学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为提升学生地理实践力等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可能[6]。朱洪秋将生活与教育结合，把研学课程分为明确目

标、组织经验、选择经验、效果评价四个阶段[7]。邓达指出研学旅行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需要，设计出贴

合教学内容的，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教育旅行[8]。占晓婷指出只有通过课程化规范地发展，

研学旅行活动才有可能得到长足推动，否则容易造成与综合实践活动一样被忽视的处境[9]。 
作为我国新兴教育的实践方向，研学旅行研究当前在全国开展也仍然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如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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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怡指出中小学教育中的研学旅行实践存在培养学生能力与经验实施不足、旅游资源系统的有机整合缺

乏理论、相关教师培训指导工作方法应用不当、研学工作的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等问

题[10]。李文琪指出当前小学中高年级的研学旅行存在形式主义严重和教育性缺失的现象，相关研究亦存

在科学性不足、调查维度不够全面的缺陷[11]。陈琳和陈敬之指出，研学教育旅行和评价理论体系发展尚

未成熟，研究者与研学实施主体之间暂未形成稳定的合作团体[12]。综上所述，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与评

价处于发展阶段，特别是高中学段乡土地理研学课程建设仍比较缺乏，如果能够进行系统地开发，对提

升学生地理专业能力和学识水平，促进人的全面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PTBL 教学模式 

团队式项目教学模式(Problem Team Based Learning, PTBL)，是由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主动学习并获取关键知识，掌握实践解决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其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在研学课堂中

采用 PTBL 教学模式，教师利用案例引导，学生以小组形式共同探究教师提出的问题，小组内进行合作、

分工、探究、创新等活动，而教师给予辅导，完善整体思路，最终教师进行评估，共同探究、解决问题。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PTBL 教学模式倡导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学生的辅导者、课堂的组织者[13]。PTBL
教学模式重心在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性，自主性，团队协作能力，激发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其将更多的任

务、问题与实际挂钩，使学生更容易理解知识点，在团队讨论中不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激发学生的探

究性和个性化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Figure 1. PTBL teaching model  
图 1. PTBL 教学模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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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BL 教学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属于问题导向学习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和团队导向学习法

(Team-Based Learning, TBL)的衍生体。PBL教学模式和TBL教学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医学教育中，

而 PTBL 教学模式因拥有“PBL + TBL”教学模式的优势，使其被广泛运用到高等教育教学与实践中。

毛丽连运用“PBL + TBL”教学模式在教育学上，通过课堂实验教学，并对结果进行了数理统计，认为

运用这种教学模式能有效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将课堂教学内容向校内外拓展，从而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成效[14]。郝文艺使用“PBL + TBL”教学模式探究新型教学方法，它采用了项目教育、团体课堂等

各种课堂活动，能够更有效地、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15]。虽然 PTBL 教学模式已在教学上有较

多的应用，但基于 PTBL 教学模式在研学课程中的应用与研究相对较少。 

2.2. CIPP 评价模型 

美国学者斯塔弗尔比姆(Stufflebeam, D.L.)于 1967 年对泰勒的行为目标模式进行了思考和革新，并由

此建立了“CIPP”评价模型[16]，其评价模式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CIPP 评价模型包括背景评

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四类，具有全程性、过程性、回馈性等特点。该模型的根本要义在

于“基于诊断的改进”，其内涵是凸显过程评价的价值，力求通过动态化评价方式对评价内容进行整体

性衡量[17]。它主要应用于学科教学相关方面的评估。西佟利用 CIPP 评价模型，立足于高中地理项目式

教学，实践分析项目式教学与 CIPP 评价模型相结合的有效性，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决策提供参考[18]。李

佳殷将 CIPP 评价模式应用于高中英语教学，利用该评价模式的优势性分析教师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情况，

促进高中英语课堂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19]。在课程评价中，CIPP 评价模型强调了整体的改善与提高，

其评价体系贯穿于课程的全过程，从评价目标方案的可行性、实效性、整体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可为后续项目的实施提供有效的管理与改善，同时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IPP evaluation model 
图 2. CIPP 评价模型示意图 

 
综上，本研究结合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并从乡土地理研学课程建设出发，采用 PTBL 教学模式进行

乡土地理研学课程教学实践，并通过 CIPP 评价模型对具体的研学案例进行评估，可以为高中学段乡土地

理研学课程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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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分析 

3.1. 中学生地理学习心理分析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出发，中学生地理学习心理特点可分为智力性心理特点与非智力性心理特点。智

力性心理特点主要体现在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注意力、迁移力等方面，而非智力性心理

特点主要体现在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意志力、情感、性格等方面。相关学者根据地理学科特性对中学

生地理学习心理特点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智力性心理特点方面，学生的思维和综合能力等会影响思维

能力，思维定势、生活经验与学习内容相似性等则会影响迁移能力，机械记忆及抽象到具象的障碍则会

影响记忆能力。在非智力性心理特点上，强调情感对于地理学习的影响，而课堂内容趣味性、实用性、

和自主学习动机等会影响学生对于地理学科的学习兴趣，以兴趣为主导的学生合作交流自主探究则会影

响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学习情感[20]。 
中学生在学习地理的过程中，其思维能力、记忆能力、迁移能力等能力的培养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其部分原因体现在学生所接触到的地理知识，局限于课本知识和课堂知识，缺乏地理实践，和探究式的

地理学习活动的参与。除此之外，新高考改革后，许多地区采取“3 + 2 + 1”的选科方式进行教学，地理

学科处于副科位置，对于其他副科而言学习难度相对简单，许多学生为了考上好大学而选择学习地理；

从新课改强调的素质要求上看，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不强、兴趣也不强。同时初高中地理文科性质比重

大，这也使得学生在进行地理知识学习过程中，往往偏重机械记忆，缺乏理解分析和问题专研[20] [21]。 

3.2. 中学生参与地理实践性学习心理分析 

大部分中学生认为教师挖掘本地的乡土地理资源更能提高他们参与地理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同时能

够增强学生地理学习的兴趣[22]。一方面说明同学们对乡土地理的认同程度较高，对身边地理事物存在探

索的心理，另一方面适当开展地理研学实践活动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地理学习的动力。同时，还有部分学

生认为研学旅行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进入不同的学习环境，使得问题探究更加具有趣味

性。不同于传统教学的单一评价标准，研学实践活动的多标准评价也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地理学习的自信

心。 

4. 乡土地理研学课程案例分析 

4.1. 研学区域概况 

广东省湛江市旧称“广州湾”，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粤西及北部湾的中心城市之

一。湛江处于雷琼火山群之中，拥有良好的火山资源，且纬度低、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赋予湛江市有“红

树林之城”的美誉；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科学技术，湛江市的社会变迁都有着独特的人文

魅力。本区域具有良好的研学条件，主要研学地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troduction to study locations in Zhanjiang City 
表 1. 湛江市研学地点介绍 

资源类型 地点 简介 资源类型 地点 简介 

自然资源 

特呈岛 特呈岛的红树林是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资源 

菠萝的海 
徐闻耕地土层深厚肥沃，气候条件优

越，灌溉水质优良，利于徐闻菠萝的

耕种。 

九龙山红树

林国家湿地

公园 

2022年 7月被认定为 2022年广东省自然

教育基地。 
中国大陆南

极村 

拥有壮美的滨海景观、密集的人文史

迹、浓郁的渔家风情、奇特的珊瑚建

筑，旅游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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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国雷琼湖

光岩世界地

质公园 

公园内的火山数量多、类型多，保存完

整，为我国第四纪火山带之首。 
 

兴好旺农业

基地——廉

江红橙 

这里有着最能表达红橙优良品质特

性的气候、土壤，其中花岗岩成土母

质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使红橙的品

质最优。 

螺岗岭 
由火山作用形成山体，盘旋如螺状，故

名，是雷州半岛第一高峰，土壤以玄武

岩发育成的赤土壤为主。 

湛江吴川 
机场 

吴川机场是粤西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核心，推进“湛茂阳”都市圈加快发

展。 

 

徐闻珊瑚礁

保护区 

该区是中国大陆架上唯一一处大面积成

片、种类最多、保存最完好的高密集的

自然珊瑚种群生态体系海区。  

鼎龙湾旅游

区 

鼎龙湾附近由北部湾经济区、粤港澳

大湾区、海南国际旅游岛三大经济体

辐射助力，使得该区的第三产业发展

十分迅速。 
东海岛宝 
钢厂 

湛钢为世界最高效率的绿色碳钢薄板生

产基地，推动了南方工业的发展。 螺岗小镇 螺岗小镇是集观光休闲、科普教育以

及农业体验等为一体的体验式区域。 

社会资源 

赤坎老街 
赤坎老街有保存较为完整的老街古巷、

传统民居，展示湛江的历史底蕴和城市

风貌。 

社会资源 

廉江慈孝文

化城 
在粤西地区，该地是传播慈孝文化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地。 

广府会馆 
广府会馆是粤西古邑奇葩、商埠豪厝之

地，在此可以让人领略广府文化的独特

风格，惊叹先人的聪明才智。 

东海岛人龙

舞 
人龙舞是雷州半岛首批入选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俗艺术。 

广州湾法国

公使署旧址 

广州湾时期西方建筑传入，出现一批欧

式特色的近代建筑。这些法式的建筑遗

迹，成为了解湛江历史的珍贵“化石”。 
雷州西湖 雷州西湖是学习古代文人精神、了解

雷州文化教育发展的一片净地。 

4.2. 乡土地理研学课程建设案例分析 

(1) 湛江市乡土地理研学课程基本信息 
湛江市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的地点与内容选取是依据研学区域的空间结构组成确定，要求选取区域内

典型的地点和内容进行讲解和探究，凸显区域的地域特色。基于《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要求，确定本次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研学地点为赤坎区、霞山区、麻章区、徐闻县、遂溪县、廉

江市、吴川市、雷州市，研学时长为 7 天 6 夜，适用学段为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学段学生。研学活动组

织方式及行程安排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tudy activity organization method and itinerary 
表 2. 研学活动组织方式及行程安排 

活动组织 活动组织目标 

指导教师 中学地理教师 

适用学段 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学段学生 

研学时长 7 天 6 夜 

学习方式 问题式学习、合作式学习 

研学地点 

赤坎区：赤坎老街，广州湾商会会馆，法式骑楼群，广州(府)会馆 
霞山区：特呈岛，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 
麻章区：中国雷琼湖光岩世界地质公园 
徐闻县：菠萝的海，中国大陆南极村，徐闻珊瑚保护区 
遂溪县：雷州半岛第一峰——螺岗岭火山 
廉江市：兴旺好农业基地，慈孝文化城，鹤地水库，雷州青年运河 
吴川市：湛江市吴川机场，鼎龙湾旅游区，鉴江江心岛 
雷州市：九龙山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雷州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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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TBL 教学模式在乡土地理研学课程中的设置 
研学旅行的本质是“学”，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有深度的实地活动与学习探究，在 PTBL 教学

模式下，教师要求在特定的学习情境下为学生创设研学旅行目标，激发学生自主思考，学生以团队为核

心，通过资源共享，合作分析，优势互补的学习方式进行组间交流，围绕具体化的问题进行探究并解决

问题。研学活动基于真实体验的地理实践开展主题学习，多学科融合整个研学过程，提升研学活动的研

究性，增强研学过程的体验感与获得感。PTBL 教学模式在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的设置如表 3 所示，本研学

在 6 个地点根据地方区域特色以及知识点相关度，采用 PTBL教学模式分别设置了多个相关的课程任务，

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3) PTBL 教学模式在乡土地理研学课程中的组织与实施 
本研学设计基于地理核心素养要求，结合研学目的地与高中必修地理课程目标联系的要求，注重体

验式教学，更突出学生在研学过程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深度融合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推动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本次乡土地理研学课程地理核心素养目标如图 3 所示，对于人地协调观方面主要是通过实地

观察与探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认知方面，采用实地考察湛江市内典

型的自然地理单元以及人文单元，对其形成因素进行探究，形成因地制宜的区域观念；综合思维方面，

将高中地理课程知识内容与研学实地内容相结合，理解地理环境各成分的相互作用，形成全面的知识体

系；地理实践力方面，学生通过亲身进行地理实践活动，使用适当的地理工具完成既定的实践活动，学

会用地理视角认识环境。 
 

 
Figure 3. Geography core literacy objectives of rural geography research curriculum 
图 3. 乡土地理研学课程地理核心素养目标 

① 通过观察与探究，小组分别展示1-2个研学点的学习情况，解释大

气环境问题产生原因、问题、解决措施等，农业、工业在布局的时

候应遵循的原则，哪些地方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人地协调观的思想。

② 结合湛江市区域性优势，开展生态农业，工业生产过程参观活动，

了解农业持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工业的清洁生产等，并利用已有

的人地协调观点来解决其中的人地矛盾。

③ 研学旅行过程中，拍照记录人们在工业、农业等生产中的活动并分

析其行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① 出发前查阅关于本次研学地点的有关的资料，重点查阅海洋地理知

识，火山地理知识，湛江市红树林资料以及湛江市与广州湾人文历

史资料。

② 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借助图像工具等资料，运用相机、取样铲、皮

尺(或3m的钢卷尺)、放大镜、烧杯、四合仪等工具，从结构、构造、

颜色角度出发，对不同地区岩石进行对比、认识土壤及其土层剖面、

记录风速、光度、湿度、照度相关信息。

③ 考察结束后，学生以小组的单位，撰写实验报告、整理样品、标本、

照片等，最后进行汇报交流。

结合高中地理人教

版必修一、必修二

的地理课程内容，

将所学的大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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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交通等地理

知识进行整合，构

建成完整的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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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etting of PTBL teaching model in rural geology research courses 
表 3. PTBL 教学模式在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的设置 

研学地点 PTBL 教学模式 

兴旺好基地 了解乡村振兴带头典范的发展历程及运转方式、真切体会到产品的出售前期的过程，探讨劳动力

资源的相关问题了解影响农业的主要因素 

螺岗岭 找出螺岗岭的火山岩，从结构、构造、颜色角度出发，与湖光岩的岩石作对比、认识土壤及其土

层剖面、利用四合仪，记录风速、光度、湿度、照度相关信息 

徐闻菠萝的海 对比廉江果园土壤与徐闻菠萝的海土壤异同、学习风车发电知识思考科学选址条件且进行小风扇

模拟气流搅动实验、分析菠萝农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交通和水资源等问题 

东海岛宝钢厂 分析该地建宝钢厂的区位优势、探究此地晒盐的原因、分析宝钢厂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作用、

通过观测东海岛，提出对发展东海岛经济建设的建议 

湛江吴川机场 概括影响机场修建的区位因素、结合地球上的大气，思考机场跑道的修建与盛行风的关系、分析

湛江机场的搬迁对吴川市、粤西地区的影响 

鼎龙湾片区 
认识仪器，学习使用温度计、pH 检测计、DGB-421 便携式水质色度仪、WZB-170 便携式浊度计、

分别采取鼎龙湾海水、湖水、温泉、普通自来水水样、测定水温，分析水体酸碱度、水的色度、

水的浊度，并进行记录 

 
以湛江市典型乡土研学资源为“点”，PTBL 教学模式在研学课程中的设计为“线”，选取六个研学

地点作为案例，反映湛江市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的组织与实施。主要研学地理与高中地理课程教学目标联

系的内容如表 4 所示，本次乡土地理研学涵盖高中地理课本必修第一、二册，选择性必修 1、2 册，共包

含高中地理所需学习的 10 个章节内容。 
 

Table 4. Contents related to study location and geography course objectives 
表 4. 研学地点与地理课程目标联系的内容 

研学地点 与高中地理课程联系的内容 

徐闻菠萝的海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 

鼎龙湾片区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三章 地球上的水 
高中地理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1：第四章 水的运动 

螺岗岭火山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四章 地貌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五章 植被与土壤 

兴旺好农业基地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五章 环境与发展 
高中地理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2：第二章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 

东海岛宝钢厂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三章 产业区位因素 
高中地理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2：第二章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 

湛江吴川机场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二章 地球上的大气 
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四章 交通运输布局与区域发展 
高中地理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2：第三章 城市、产业与区域发展 

5. 研学课程评价分析 

CIPP 评价模型评价 

本研究通过采用了 CIPP 评价模型对本次研学课程进行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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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评价 
本次乡土地理研学响应了国家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的号召，致力于实现

校内与校外教育的创新结合形式。此次研学活动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如通过实

地考察、实验和调查湛江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有效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本次乡土地理研学中，探

究湖光岩玛珥湖的形成原因能增加学生们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了解鹤地水库和青年运河的修建过程以

及意义能够让学生理解开发当地时的人地协调观，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 
(2) 输入评价 
本次乡土地理研学方案设计的课程用时 7 天 6 夜，将湛江市点状性研学旅游基地分为两个一级类和

八个二级类，通过以问题式学习和合作式学习完成研学旅行。其中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学相辅相成，

紧密联系。它能够通过与 PTBL 教学模式相结合，构成教师设计好问题，学生形成小组合作式学习的乡

土地理研学，能够轻松有效地达到让学生通过研学活动学习湛江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的教学目标。 
(3) 过程评价 
通过以 PTBL 教学模式为主的教学方案，设计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的实施方案(表 2、表 3)。研学活动

中对学生有明确的目的要求，让学生通过自行组队分配完成任务的方案，具有简易操作、行动安全、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形成团队合作意识的优点。但是由于学生处于中学阶段，部分学生抗拒团队合作，会

对团队任务的完成造成一定困难，因此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改进。 
(4) 结果评价 
学生个人的行为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整个研学旅行的研究行为，通过他们的个人兴趣和用于探索的

性格将显著的提高学生们在整个科技研究行为中的积极作用[23]。本次乡土地理研学中，学生们小组合作

时需要一位组织能力强的组长带领下一起探索，在赤坎老街中的小组任务中分头打卡拍照并一起完成绘

制路线图。这个过程中能很好地呈现出学生利用小组配合进行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在教师

讲解鹤地水库和青年运河的开凿经过时，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为何要开凿运河和水库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

升学生的综合思维，学生后期的思维能力明显强于课堂表现，这些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本次乡土地

理研学的核心价值。 

6. 结语 

地理研学课程是一项特殊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在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

有重要意义。地理教师将乡土地理资源融入研学课程的建设，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身边的地理景观，实

现课堂理论知识的具象化。同时，依托乡土地理资源开展的研学活动使学生更加关注家乡发展，强化了

乡土归属感，助推家国情怀的培养。积极推进 PTBL 教学模式在地理研学课程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激发

学生创造性、提高学生自主建构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助于教育教学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其次，

CIPP 评价模型以其全面、动态化等特点贯穿地理研学课程的全过程，形成了多因素综合评定的评价方案，

为后续乡土地理研学课程的设计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和改进思路，有助于研学课程实施效果的量化以及

教学质量整体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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