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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活动课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和卢梭时代，在教育中的活动课

很多，如：20 世纪初到30 年代，欧美地区产生的活动课；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在三个面向的指示下产生的活动课，此后诸
年，我国的活动课大致经历了课外活动阶段、活动课阶段和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阶段，但就其实用性来说，更加适用于大学教
学，在中学的普及度与使用度不高。那么，如何将合适的活动
案例贯穿于中学地理教学，以适应新时代对师生提出的要求，
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2　案例正文
2.1寻黄之旅
欢迎大家来到小黄团，说起黄河，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一

碗黄河水、半碗都是沙就是他的真实写照，但黄河并不是从头
到尾都是泥沙，如在上游就碧波荡漾，而在中游，黄河流经了
黄土高原，水逐渐浑浊，沙逐渐增多。说到黄土高原，我想
大家都听过黄土高坡这首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
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
歌......”这个黄土高坡就是黄土高原，下面，我们就去游览
一下黄土高原吧。

黄土高原属于季风气候，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和生态环
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部分为厚层
黄土覆盖，经流水侵蚀，形成了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景观，
风景独特。黄土颗粒细小，土质疏松，干时细软，遇水则塌，黄
河流经这里时，每年冲刷携带下来的泥沙多达16.4亿吨，如果把
沙堆砌成高、宽、厚各一米的土堤，可绕赤道27圈，如果把沙平
分给14亿人，每个人可分到近1.2吨。

黄河下游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流到这里，河道变宽，流
速变缓，大量的泥沙沉积在河道，使河床以每年10公分的速度被
抬高，长年积月形成了地上河，人们在感叹其世俗罕见外，也对
他感到担忧......

现在到了我问你答游戏环节，请大家仔细听题，准备抢答：
请问：歌词中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为什么会吹两种

风？游客jia：冬季受亚洲高压影响，风从大陆吹来，受地转偏向
力的影响，吹西北风；夏季受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风从海面吹
来，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吹东南风。

请问：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河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沙？游
客乙：黄土疏松细腻，极易渗水，每当河水流经，黄土就进入水
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沙越来越多。

请问：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什
么？游客bing：该地植被稀疏，夏秋季多暴雨，黄土易受侵蚀，土
壤不易保存，人们对土地不合理的利用，使生态环境持续变差，逐
渐成为最脆弱地区之一。

游戏结束，通过游戏我们了解到黄河含沙量大，中国的历史
可以说是治黄史，大禹治黄长达13年，从夏至清投入了许多的人
财物去治理，却未取得显著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大兴水利，在
黄河建立了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利工程，它们对治理黄河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终究没有根治。俗话说：黄河清，天下平，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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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清，谈何容易，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为我们的母亲河尽一
份力，如保持水土，植树造林。

朋友们，我们即将在河边停靠，您可以下去摸黄河水，踩
牛皮地，体验黄河牌席梦思，下面是自由活动时间，请大家小
心游玩，安全为上。

3　基于案例创新课堂形式
在常规教学中，师生对知识点的利用更加成熟，但忽略了

情感价值观的培养，所以，本次活动更多立足于学生态度与能
力的养成。

一、做：活动课突出特点是动与做，让学生独立、合作
或师生共同完成，构建实操的活动情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如讲到黄土细腻疏松时，教师可提供黄土材料，让学生感
受其干时细腻，遇水崩塌的特性，同时，教师可准备粘土，引
导同学将黄土和粘土对比实验，探究土质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二、试：在课堂中采用游戏法，让学生尝试，满足他们
爱动好玩的心理，使其在试中学，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
如本次活动借用导游和游客的身份，游览黄河，期间通过歌曲
解析，我问你答等活动，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发挥学生的积极
性、主动性。

三、说：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调
动学生动脑动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这个过
程中，设疑是关键，问题设计要有针对性、有新鲜感、难度
适宜，突出知识重点、生活热点、思想疑点。如对于黄河大
量泥沙，可设计如何处理的讨论，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发表不
同意见，尝试解决问题。

四、评：学生参与评价是活动课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的自
评、互评、小组评价，不仅是教师评价学生的客观依据，还能提
高学生本身能力。在评价活动中，教师需加以指导，使学生成为
评价的主人，让学生在自评互评中学会学习、学会交往。?

4　结语
本文从中学活动课使用度低出发，将生活中的旅行贯穿教

学，创造新式课堂，活动目的在于学生态度与能力的养成，通过
角色扮演，以游览黄河为切入点，采用导游讲解与游戏互动的方
式，将知识串联起来，引起学生兴趣，使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会
爱护环境，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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