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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实践力是地理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支撑。地理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地

理实践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展现地理特点的教学方法之一。本文在地理实践力视角下，设计开发了高中

地理实验教学相关的教学案例，旨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同时希望对地理教师

创新教学方法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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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geography subject, geographical practice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mplement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 Geo-
graphy experiment teaching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geographical prac-
tice literacy, but also one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practice literacy, this paper designed and developed teaching cas-
es related to geography experiment teaching for senior high school, which aims to stimulate stu-
dents’ thirst for knowledge, cultivate students’ geographical practice literacy, and provide inspi-
ration for geography teachers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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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高中地理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新修订的地理课程标准将地理实践力定义为人们在考察、实

验及调查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1]。它可以使人们在实际生活情境中感受真实

的地理环境。不同学者对“地理实践力”的理解不同，邵长文[2]将其视作地理学习和活动体验的一种基

本方式，褚君[3]则认为其是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体现，本文将地理实践力归纳为个体在真实情

境中，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在地理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行动能力和内在素养。高中地理课程目标

明确要求学生通过实验、调查等方式获得地理信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了地理课程

对地理实践力素养的重视程度。地理实验教学则是运用实验手段将教学内容教授给学生[4]，其与地理实

践力关系密切，是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地理素养，对增强地理

兴趣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以“地理实践力”为主题关键词进行相关度分析(图 1)，发现地理实践活动、研学旅行等在知识

网络中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其中地理实验、实验教学在该知识网

络中“媒介作用”较强，占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力。由此可见探究地理实践力视角下地理实验教学，

可以深入理解和应用实验教学于地理学科领域，将地理知识与地理现象结合，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地理实

践教学能力，为今后有关地理实践活动的研究奠定基础[5]。 
“构造地貌的形成”一节选自人教版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1 第二章第二节。该节内容涉及地质、地

貌等专业知识，学生缺乏相关的知识经验，知识迁移能力欠缺。综合考虑学生内化抽象概念的能力不足，

本教学设计立足学生学习兴趣，从背斜等知识展开[6]，借助地理实验模拟地理现象的产生及演变过程，

在知识化抽象为具体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地理技能，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素养的目标。本研究

提出的高中地理实验教学策略方法与教学案例可为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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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the theme of “geographical practice literacy” 
图 1. “地理实践力”主题关键词相关度分析 

2. 高中地理实验教学策略 

2.1. 创设教学情境，营造良好氛围 

地理实践力是指个体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相关知识与技能，在地理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行动能力

和内在素养。利用地理实践教学创设真实的实践情景，让学生首先沉浸在真实的地理实验环境中，享受

地理学习乐趣，保证实验课程的顺利实施，是顺利开展实验教学的第一步。地理课堂中创设真实有趣的

地理实验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感，让学生沉浸创设的实验场景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营造良好活跃的课堂氛围。在实施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提前整合地理实验等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

直观形象的学习性材料，使学生在地理实验中理解并获得抽象的地理知识。 
例如在讲解大气热力环流的相关知识时，教师讲授完热力环流的概念以后，学生能够思考并提出：热力

环流的成因是什么呢？学生思考的同时，教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透明容器、两杯冷水和一杯热水以及红蓝墨

水，随机挑选两个同学上台参与实验，其中一位同学使用工具吸入红色墨水滴入热水区，另外一位同学将蓝

色墨水分别滴入两个冷水区，同时观察实验现象。全班同学发现在容器底部呈现由蓝墨水流向红墨水的现象，

红墨水因受热流向顶部，热力环流逐渐形成。随后进行对比实验，去掉冷水和热水，重新滴入红蓝墨水，发

现红墨水、蓝墨水均无明显变化，因此学生们意识到热力环流的形成与下垫面的冷热不均有关。 

2.2. 理论转化实践，提高实践技能 

地理学科自然模块的知识较为抽象，仅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中，学生理解难度大，造成学生对地理知

识缺乏学习兴趣从而形成普遍地理“学困生”的现象，这时将知识化抽象为具象显得尤为重要。地理实

验教学是将知识具象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可以将理论化为实践，促进学生知识内化，在具体实践过程

中加深知识理解程度，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及实践能力。因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可以在讲解专业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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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引导学生结合实验演示、地理调查等实践活动，将地理知识转化为地理图表、视频等地理资料。

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将抽象的地理知识直观化，将难懂的地理问题转化为直观形象、可操作的实验

活动，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学生理解专业知识的难度，提高学生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 
例如具体地理实验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实验小组，一方面，通过开展实践活动，引

导学生在具体实验中寻求地理现象产生的原因，获取相应的地理知识，在原有知识经验基础上增长新知

识。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在小组交流过程中，培养团队合作意识，聚集智慧，加快地理问题的解决，同

时，学生也可以在合作交流中，提高地理实验活动设计能力，提升实践素养，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3. 教学设计 

3.1. 课标解读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对本节课提出的要求是：结合实例，解释内力和

外力对地表形态变化的影响，并说明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的关系。本节内容以褶皱山、断层等具体案例，

向学生说明内力作用影响褶皱和断层的形成与变化的过程及原因。落实到具体教学中，要紧紧围绕“背

斜成山，向斜成谷”等案例，要求学生能够分析内外力作用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重在培养学生分析

及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 

3.2. 教材分析 

本节教学内容选自人教版高中地理选择性必修 1 第二章第二节“构造地貌的形成”，本节内容属于

上一节“塑造地表形态的力量”的补充内容，用地质构造和地貌的相关案例来进一步解释内力塑造地表

形态的作用。通过学习该部分内容，为下一节“河流地貌的发育”奠定基础。因此在教材中该节承担着

呈上启下的作用。 

3.3. 学情分析 

本节内容所授课对象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处于这一阶段的学生，已具备基本的读图能力，但是由

于知识较为抽象，学生知识面较窄等原因，学生分析较高层次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学习过程

中会给学生造成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制橡皮泥教具，以形象地分析“背

斜成谷向斜成山”，达到化难为易的效果。 

3.4. 学习目标 

1) 结合制作的模具，综合分析山地地貌的成因和特征。(综合思维) 
2) 利用橡皮泥模拟构造地貌的形成过程，掌握褶皱和断层的概念及其特征。(地理实践力) 
3) 结合实例，学生理解“背为谷，斜成山”的形成及变化，帮助学生建立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

人地协调观) 

3.5.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褶皱和断层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地表形态的影响作用。 
教学难点：向斜和背斜出现地形倒置的原因。 

3.6. 教学方法 

1) 合作讨论法：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为解决某个问题进行小组合作讨论，使学生获得知识，提高

学生的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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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教学法：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使用一定的设备和材料，控制过程，引起现象变化，从观察

变化中获取新知识或验证知识，提高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3.7. 课时安排 

本节内容预计 1 个课时完成。 

3.8.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教师活动]：通过多媒体展示巫峡、杭州飞来峰、华山和富士山四张图片，并设计问题：同学们，你

喜欢哪座山的景色呢？你知道它的成因吗？ 
[学生活动]：学生回答自己最喜欢的山，并且对其形成原因表现出强烈好奇。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小情景，提高学生的沉浸感，让学生直观感受大自然魅力。 
【新课讲授】 
[教师活动]：同学们都选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座山，相信大家都很好奇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

本节课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学习“构造地貌的形成”，请拿出准备好的实验器材。 
[学生活动]：每个人拿出若干黑、紫、黄、三色橡皮泥、一个橡皮、一把尺子。 
[设计意图]：检查实验器材，准备开始接下来的实验，帮助学生培养动手能力。这是实验教学的第一

步，同时也是呈现地理实践力的前期阶段。 
【探究活动一】褶皱的概念及类型 
[教师活动]：将黑、紫、黄、三色橡皮泥压扁分别作为老、中、新三期岩层(图 2)，用手在两测挤压

橡皮泥，观察橡皮泥变化。结合课本知识，引导学生理解什么是褶皱？ 
[学生活动]：学生同步实验，感受变化过程并观察发现橡皮泥出现了弯曲，在课本上找到这种弯曲在

地质学上的概念为“褶皱”，形态为“U”形的是向斜，形态为倒“U”形的是背斜，由于内力作用，形

成了“背斜成山，向斜成谷”的地理现象。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folds 
图 2. 褶皱示意图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动手实验，了解褶皱的概念，并直观地观察到向斜和背斜的形态，这可以培养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思考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 
【探究活动二】模拟岩层在背斜、向斜处的变化过程，判断其新老关系。 
[教师活动]：用尺子将橡皮泥横向切开，让学生观察同一海拔上橡皮泥的颜色分布，讨论其规律。 
[学生活动]：学生同步进行实验并分析其规律。学生经过实验讨论，发现背斜处岩层由中心向外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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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由老到新，发现向斜处岩层由中心向外的关系是由新到老(图 3)。 
[设计意图]：通过动手实验和小组讨论，将难懂的背斜及向斜的岩层关系直观呈现，降低解决地理问

题的难度。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行动能力逐渐提高，其地理实践力得到有效培养。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ction of folds 
图 3. 褶皱剖面示意图 

 

【探究活动三】背斜成谷，向斜成山 
[教师活动]：拿出新的橡皮泥，在重复探究活动一的基础上继续在两侧水平方向挤压橡皮泥。让学生

观察比较橡皮泥上出现裂隙的数量与分布，分析出现地形倒置——背斜成谷、向斜成山的原因。 
[学生活动]：同学们进行实验发现背斜处的裂隙比向斜处多，总结规律。 
[教师活动]：讲解出现“背斜成谷”的原因是背斜处的裂隙多，顶部受张力，易被侵蚀成谷地；产生

“向斜成山”地理现象的原因是槽部受挤压不易侵蚀，反成山地。 
[设计意图]：教师设计并演示实验，以便学生直观了解地理过程，更好掌握学习内容。实验环节层层

递进深入，学生在培养地理实践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教师活动]：同学们，通过实验我们知道了褶皱山的形成过程，那褶皱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全班

同学划分为四组，每组选自己感兴趣的角色，完成任务清单(图 4)。 
 

 
Figure 4. List of role-playing and tasks 
图 4. 角色扮演及任务清单 

 

[学生活动]：同学们选择相应的角色，积极讨论，完成任务清单。 
[设计意图]：创设问题情境，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深化褶皱的现实意义，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探究活动四】断层的形成过程 
[教师活动]：拿出橡皮，两手水平挤压橡皮两端，不断增大手劲(图 5)，引导学生，结合课本知识，

观察橡皮形态变化过程，说出断层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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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依托实验观察，结合课本知识，学生回答断层的形成过程。 
[设计意图]：通过模拟实验操作法，在帮助学生理解概念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学

生在模拟地理现象产生的过程中，其所表现出的行动和思维能力均进一步提高。 
[教师活动]：同学们理解了断层的形成过程，你知道断层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吗？ 
[学生活动]：学生认真思考问题，结合实际，分析现实意义。 
[设计意图]：让学生认识到断层的现实意义，深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提高学生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 
[教师活动]：让同桌两人为一组讨论断层的类型及地貌景观。 
[学生活动]：学生随机回答问题，其余同学指正补充。 
[设计意图]：学生相互讨论，促进同学们积极交流。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ault 
图 5. 断层形成过程示意图 

 

【课堂练习】 
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但在煤炭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安全事故隐患。读山

西某地地质构造剖面图，回答 1~2 题。(课堂练习题目来源于学科网 2023 届高考地理三轮复习学案) 
 

 
 

1. 关于乙、丁两地地质构造及成因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乙为背斜，挤压形成；丁为向斜，张裂形成 
B. 乙为背斜，张裂形成；丁为向斜，挤压形成 
C. 丁、乙均为褶皱的基本形态，均是挤压形成 
D. 丁为向斜，乙为背斜，均是挤压形成 
2. 在 a、b 两处采煤，最容易发生的矿难事故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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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瓦斯爆炸和透水事故         B. 井喷事故和瓦斯爆炸 
C. 透水事故和瓦斯爆炸         D. 透水事故和井喷事故 
[设计意图]：通过课堂练习，检验学生实验教学学习效果。 
【课堂小结与板书设计】 
[教师活动]：带着同学们总结本节课所学的知识，梳理知识脉络。 
[设计意图]：回顾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加深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4. 结语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地理实践力视角下，提出创设教学情境，营造

良好氛围、理论转化实践、提高实践技能的教学策略，并设计开发了高中地理实验教学相关的教学案例。

受选择性必修 1 的知识属性影响，在本教学设计中教师应将重点放在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上，教师借

助地理实验展现地理现象，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背斜和向斜的成因及其现实意义，降低学生理解难度，

同时教师采取过程性评价发现，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结合褶皱山等相关知识和褶皱的形成过程等实践操

作，学生在地理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行动能力和思维品质均有所提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

力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角色扮演、合作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相关地理知识，

鼓励学生积极自主地寻找问题的答案，营造有趣充实的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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