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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人员基本信息

课

题

主

持

人

（

课

题

组

组

长

）

姓 名 朱红波 性别 女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81.01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 研究专长 地理教学

最后学历 本科 最后学位 学士 电 话 13861335315

工作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E-mail 963929187@qq.com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茜路 18 号 邮政编码 215021

完成“十三五”教育科研

课题情况

“
十

三
五
”

期

间

教

育

科

研

情

况

论
文
或
论
著
（
限
填1

0

篇
）

独
立
或
以
第
一
作
者
身
份
公
开
发
表
或
出
版
的

论文或论著名称
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的

报刊（或出版社）名称及日期

《高中地理体验式教学思考与实践初探》 《地理教学》（2018.07）

《高中地理教学融入乡土案例探究》 《教师博览》（2018.07）

《“校园地理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江苏教育》（2019.10）

第二

主持人

姓名 邱新艳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一级 研究专长 地理教学

电话 15716165380 E-mail 748519030@qq.com

（
不
含
课
题
组
组
长
、
副
组
长
；
限
填5

人
）

课

题

组

核

心

成

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专长 课题组内分工

金爱春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中学高级
情境素材的挖

掘与重构
理论指导

汤正全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中学高级
高考试题分

析与研究
经典试题分类整理

范琳芸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中学一级
地理教学具

象化研究
地理试题情境溯源

严菊颖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地理图片的

重绘与整理
试题情境图片处理

张雪茹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地理情境的

加工与整理
试题情境分类与整理

https://r.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FED&dbname=CFJDLAST2020&filename=JAOI201983022&urlid=&y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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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研究设计与论证方案

（一）研究背景

1、“综合思维”素养在新高考背景下的育人价值体现

普通高中地理课 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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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本课题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爱弥儿》中讲述“把爱弥儿带入森林，让他根据正午树影的朝向为北方来寻

找回家的道路，从而学会辨别方向”的情境教学事例。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阐明:

教育的本质“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或改造”。他提出“五步教学法”：创设疑难情境、

确定疑难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种种假设、推断哪个假设能解决这个困难、验证这个假设。苏霍姆林斯基“让

每一面墙壁会说话”，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发挥情境教学的作用。

（2）我国古代就有“昔孟母，择邻处”讲述孟母教育孩子应用情境教学的成功典例，到现代最先是李

吉林老师在“教学改革试验”发表《情境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随后进一步对情境教学的操作体系和设计方

法提出观点。李吉林从各大学科中寻找情境教学的理论依据，提出要尽可能地应用形象事物或案例去创设情

境，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从而使他们的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相结合来达到教学目的。此后，关于“情境教

学”的文章逐渐涌现，而添加了“地理”学科的情境教学文章发表也逐渐增多。孙淑琴在《北师大集宁附中

高中地理情境教学现状研究》中针对地理三大核心期刊中 39 篇有关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地理情境教学文献进

行总结，把它们分为“情境创设类”、“应用类尝试”、“策略类浅谈”、“结果类”四种类型，说明关于中学地

理情境教学的研究与探索经历了创设情境、带入情境、运用情境以及为情境提出策略促进整体发展的四个阶

段。沈俊在《重构教学情境：复杂性理论的视角》(中小学教师培训，2018)中“在简单性思维影响下，教学

情境被异化为孤立、单向的行为，缺乏了复杂现实性，远离了活力和智慧，主要表现为：浅表性描述、割裂

状呈现和揉碎式处理。教学情境中的无序、随机、静止、停顿、偶然都是确证的存在，教学不在于如何控制

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于如何有意识地促使各种可能性‘涌现’出来。也正是这一个个发生在教学现场的情境

和事件，塑造着师生们迥异且鲜活的生命成长状态。”

然而关于“地理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的研究非常少，而且多出现在别的学科与领域。笔者通过国家图

书馆、中国知网、百度学术、谷歌等平台整理了我国关于教学情境重构的代表性研究，如表 1所示。

表 1 我国关于教学情境重构的代表性研究

年份 文献名称 作者 出处

2021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理教学情境重构 任少铎 教学与管理

2019 高中生物情境教学的反思与重构 唐培华 教书育人

2019
信息化时代高中政治教学课堂重构

路径探析
漆瑞珍 学周刊

2018 重构教学情境：复杂性理论的视角 沈俊 中小学教师培训

2018
基于 VR视角的小学基础课堂教学

情境重构策略
顾唯薇 电脑迷

2017
基于情境重构模型的非常规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研究
王颜新、黄敏芳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面向物联网的自治和可重构情境感

知中间件设计

Ntalasha Derrick 著，

李仁发、王永恒指导
湖南大学博士论文

2011 非常规突发事件情境重构模型研究 王颜新著，李向阳指导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论文

因此，教学情境重构在学科领域的探究还有很大空间，尤其是地理学科具备的综合性特点更能在综合思

维素养指导下体现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的教育智慧和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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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价值

（1）理论价值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明确强调了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中体现，教学中应让学生在各种情境中学会探究和思考，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无论是建构主义、情境认知理论还是认知结构的发现教育，都注重综合思维素养的培养。当前，在新高考选

考模式下，尝试对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既是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支撑，也是对《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的进一步理解。

（2）实践价值

对于学生，不同的高考选考模式下，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表达方式都是有区别的，然而地理学科的高考试

题和评价体系对他们都是一样的。溯源与重构地理试题情境，探索不同题型情境中的教育智慧是帮助学生灵

活搭建地理知识体系和发挥他们各自优势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学生从地方、国家、全球不同的

空间尺度思考问题，提升他们的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从而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对于教师，在适应新的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时，不仅不能局限于一本或多版本的新教材，还应该多涉

猎学科后面的广博知识背景，多比较与思考，在情境溯源中重构出能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又可以突出地理学

科实用性特点的情境。应用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融合不同题型的智慧，是提升教师潜在智慧素养的有效途径，

也是丰富教育过程，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法宝。地理教师可以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关注试题情境中的时空尺度

和呈现技巧，重视情境重构，提高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3、创新之处

（1）在理解和落实新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总结灵活处理和应用经典试题的方法；

（2）指导学生面临新的复杂情境和学习材料时；能积极主动思考其中的知识原理，学会在情境的迁移

过程中完成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3）提炼高考试题情境创设和题目呈现技巧的智慧，探索出将时政热点和社会现象与问题的相关素材

应用于地理教学的有效途径；

（4）建构基于综合思维的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方法资源库。

（四）理论依据

1、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的思想认为学习是个体在一定知识背景下与外在信息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意义”的

建构，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

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等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

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经典试题的溯源与重构过程也就是对情境的学习和再加工的过程。

2、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理论强调情境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知识不是一件事情或一组表征，也不是事实和规则的

集合，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与组织。知识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是一种人类

协调一系列行为，去适应动态变化发展的环境的能力。经典试题，特别是高考试题的情境更能促使学生勤于

思考，发现新问题，找到新规律，得出新结论。

3、认知结构理论

布鲁纳认为，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获取知识，并通过把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认知

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建构其知识体系。认知结构学习理论主张学习知识的最佳方式是发现学习。发现学习

是指以培养探究性思维方法为目标，学生利用教材或教师提供的条件自己独立思考，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

理和规律的学习方式。地理学科综合思维素养的提升需要学生在试题情境和问题中独立思考，主动探索，从

知识和经验的获得、转化，再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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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的目标、内容（或子课题设计）与重点

1、研究目标

对于学生，在真实而复杂的情境中感受地理学科的价值。在试题情境溯源和重构中，让学生在情境的迁

移中勤于动手，善于反思，发展理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不断提升他们的综合思维及其他素养水平。

对于教师，及时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在动态的信息化环境中不断积累教学素材，整合教学资源，重构

新的易被学生接受的教学情境。提高情境创设能力和试题编制能力，学科探究能力和研究水平。

2、研究内容（或子课题设计）

（1）经典试题搜集与分类汇编。

在日常教学准备、教学过程、教学研究中关注经典试题的选择与搜集，针对这些试题检测出的学生学习

问题进行总结，然后根据知识体系分类汇编。

（2）对经典试题中涉及的情境，溯源重构，求证启智。

教师和学生共同对经典试题中涉及的情境、随时探讨和追溯，在不断的求证与研究过程中领悟地理原理、

过程、规律在现实世界的体现方式。

（3）基于综合思维素养，设计思维导图。

教师和学生在解题后及时总结思路，理清其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相关知识，设计出及方法、思路和知识

体系的思维导图。

3、研究重点

充分体现和利用地理学科综合性、区域性、动态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特点，考虑学生现有认知水平和学业

质量标准要求，对经典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在这过程中，逐步融合不同类型题目情境内涵，帮助学生由学

科核心素养的提高到全面发展的赋能。

（六）研究的思路、过程与方法

1.研究思路

关于情境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典试题入手，深度学习新教材和课程标准

要求，探究不同类型试题中情境的来源，求证材料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知识原理的形

成过程，在课外收获知识应用于现实的快乐。引导养成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敢于探索，乐于学习的

习惯，促进教师勇于突破自我，与学生共同成长。具体思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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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副组长邱新艳，硕士研究生。撰写的论文《“校园地理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在“江苏教

育”发表；论文《借助 AR 技术开阔学生看世界的“视角”》在“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发表；论文《地理实

践力在校园中的培养途径探究》获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论文一等奖。

课题成员金爱春，硕士研究生，曾主持市级课题《基于乡土地理案例教学模式实践研究》，参与课题《江

淮下游现代沉积和钻孔自然伽玛曲线的古气候反演》，参与市级课题《中学地理教育课程化研究》。在各级

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 15 篇，国家级核心刊物一篇，论文《解读日照图的思维路径与能力培养》、《运用乡土

案例探究地理规律---以“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为例》、《创问题情境 促高效教学》、《突破思维弱点

优化地理教学》、《循序渐进建构知识网络 优化高三地理复习》、《新疆乌伦古湖的 210Pb、137Cs测年与现

代沉积速率》等在《地理教学》、《现代地质》等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

课题成员汤正全，教育硕士，曾参与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基于项目学习的中学地理翻转课堂的

实践研究》，参与省重点资助课题《区域主题研修的实践研究一以“借助云平台促进地理综合思维生成”为

例》，参与市级课题《中学地理生成性教学实践指导研究》。有多篇论文获奖、发表。另外，还有成员范琳芸、

严菊颖、张雪茹等老师长期从事地理教育一线教育和组织实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探究经验。

2、研究基础

围绕本课题所开展的文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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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DbCode=CFED&dbname=CFJDLAST2019&filename=ZDCK201917021&urlid=&y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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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正在发表的论文：

3、保障条件

我校市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一所公办的优秀学校，建校以来一直以良好的办学业绩而享誉市内外，我校

的教学成绩和教科研成绩一直是园区综合评估第一。通过教科研活动的深入开展来提高办学的绩效一直是学

校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我校在教育局局长的引领下承担了多项国家子课题、省市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先后顺利结题并用以指导我校教育教学实践工作，成立江苏省 STEM 学科基地，为新课题的研究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领导重视、机制激励、学科间的交流氛围好、基础雄厚是课题研究的重要保障。

①研究资料。学校图书馆和网络专门购置相关的书籍和期刊，课题组搜集了国内外大量有关情境教学、情

境创设方法、经典试题分析的文献资料。

②配套经费。学校非常重视教育科研，为课题研究及其成果拨出了专门经费对教育科研给予奖励。课题组

将在包括经费在内的许多方面获得学校支持。

③研究时间。三年的研究时间，课题成员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完整性、灵活性和发展性的特点，能有效凝聚各

自的实践能力和教育智慧，保障科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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