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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践力是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目的是锻炼学生在
真实情境下，通过考察、观察、操作、调查、实验等多种方
式以取得所需的地理信息，分析问题并整合信息，探索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政治品质。因此，
在学校教育中应通过生动多样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开展地理实
验、考察、调查等实践活动，使得学生乐于动手、勤于思考、
勇于探究从而解决实际问题。

1  地理实践力培养的基础点
地理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初中地理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就是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即能够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地理
技能，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运用思想研究，理解人与自然的关
系。地理实践力可以是教学中一系列实践活动所获得的行动能
力，也可以是培养形成的品质。一般具备了这些能力后，就能
够学会运用合适的地理工具完成地理研学活动，激发兴趣与激
情，用地理的眼光重新认识世界。

2  地理实践力培养的结合点
作为地理课堂的教学者，最多的是在室内运用多媒体进行教

学。部分教师利用这种方法并让学生个人作为教学者，既可以
促进学生提前预习及掌握相应的地理理论知识，也能够提供更多
的教学时间或机会，让学生模拟参与地理实践以及考察、实验
等。但实际上，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没有在这样的地理学习过程
中得到培养和提高。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在传授知识或设
计活动时，不应该只局限于课堂，更应该将目光聚焦到课外，
探究新的教学方式，开发课外实践课程，与其他学科大胆融
合，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感，拓展思维，提升思
想道德素养等目标与真实情境相融合，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研学旅行就是依托真实情境，围绕既定主题，开展形式多
样，以增加学生真实体验感的同时与教学相辅相成为目的的校外
教育活动。通过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地理研学旅行活动的展开，
将地理理论知识学习、真实情境中的地理实践活动相结合。这就
需要教师进行合适的地理知识选择，选择与研学旅行活动相匹配
的地理知识。可以通过比赛得分或对于设问的反应能力来综合评
价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提高初中地理学习的趣味性以及生动性，
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地理实践力的理解，从而利于培养和提高
其地理技能及相关能力。

3  地理实践力培养的落脚点
实践表明培养地理实践力不能单纯依靠校内外课程资源，更

要注重落实，可以开展实地考察、模拟自然现象等多种形式，在
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感受。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指出，研学旅行可以
成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成为中学生的课程之一。研学旅行可以
当做体验生活的一种，可以在进行的过程中，深度思考，将知识
生活化的同时提升地理实践力。地理实践力通过研学旅行的培养
重点，研究为以下两点：

3.1提出问题——探究——交流——表达，这一过程中各种

中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策略研究

黄　静1　魏　健2　王　霞2

1.德州市德城区教学研究室，中国·山东 德州 253000
2.德州市第十中学，中国·山东 德州253000

【摘　要】依托地理课堂教学，探讨基于地理实践能力培养的区域研学策略。 以初中地理课程内容为案例，以初中思想政治课
程为辅助，对如何在研学中培养学生的地理素养、地理实践力、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尝试。同时总结经验，提出问题，深度思考，希
望能够得到广大地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并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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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培养。 研学旅行最好的形式是组成学习共同体，可以收集
研学过程中的自然、人文等方面存在的联系和差异，进行探究性
学习，通过学习共同体交流分享，阐明原因、总结规律。从一个
角度来讲，合作探究、交流分享的过程，正是学生们将情境和经
验转化融合的过程，是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更是学生学习方式
的改善；另一个角度，学生的学习场域、课程资源也能得到很大
的发展与提升，符合地理教学中学习终身有用的地理这一目标的
达成，学生真正理解“学习终身有用的地理”的真正含义后，才
能主动转变思维方式，更有利于加强对于地理实践力的培育。

3.2在弘扬文化的过程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形成思想政治
品质。研学旅行开展前需要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对于学生学情的
分析，首先要选定研学地点，并对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深
入了解后，才能选定研学内容、设计安全路线与实施方案。研学
旅行通过对各种地理因素的综合考察，一方面，促使学生热爱生
活、了解生存状态并探究成因，学会综合分析地理知识与问题的
技能；另一方面，增加对文化、职业、生活的体验，明确自我与
他人的差异，了解文化传承的必要性，从而将自我思维、思想道
德意识及公共精神的培养融入到研学中；培养社会责任感，体现
地理学科对于核心素养的要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4  地理实践
力在研学中培养的必要性和优势

研学旅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规课堂，将课堂拓展到课
外，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本知识，寓教于乐，拉近人与自然间的距
离，更具现实意义。它不仅能使学生真实感受纯天然自然环境，体
会真正的自然特色；同时也将地理教学中的情感与价值观目标得
以提升，即让学生在情境中理解人地关系、培养地理实践力、提
高思想道德意识，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念。

研学旅行培养地理实践力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必要性和优势
表现在：地理教学中可以先适当渗入一些乡土资源，先从简单到
复杂，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再从感性到理性，总结地理规律；归
纳区域特征，从而提供给学生更容易接受的事例，为以后的拓展
性学习提供可参考的主题。在学习目标上，先培养学生知乡爱乡
的思想政治情感；在学习内容上，结合身边的乡土地理知识，学
生更容易接受； 在学习方式上，更多的是让学生感受熟悉的文化
情境，通过研学旅行的多种形式进行地理知识的学习和地理实践
力的培养，以家乡为载体，感怀过去、珍惜现在、把握未来，把
所学知识以及地理环境和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做到有机融合。

由此可见，内容丰富的区域研学旅行，在中学生的地理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中均可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课堂教学的助力，尤其
对于地理实践力的培养，有其特有的优势，可操作性强，值得一
线教师深入研究，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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