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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teaching design of geography simulation experiment in Senior High School 

毛裕君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214437） 

摘要：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学需要注重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全面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增强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高中地理学科是对自然界中地理事物的分析与解读，具有空间分布广泛、时间延伸久远等特点，教师无法将真实的地理事物
或者自然地理的变化过程呈现出来，但是却可以通过模拟实验的方式增强教学的真实性，提高教学效果。本文立足于高中地理模拟
实验，分析了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设计的流程，展示了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的设计案例。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reform,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classroom learning experienc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enhanc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of geography. High school geography is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geographical things in natur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long time extension. Teachers can not present the 
real geographical things or the change process of natural geography, but they can enhance the authenticity of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rough simulation experiments. Based on high school geography simulation experi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design, and shows the design case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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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实验教学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这种实验形式主要应用

于真实研究对象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模拟实验
能够发挥较大优势，学生可以通过模拟实验观察更多的自然现象，
提高学习效果，还可以结合实践操作，提高自身的探究能力。在教
学中，教师首先要分析单元教学目标，选择简洁、恰当的模拟实验
工具，进而明确模拟实验的目标，然后用模型来模仿真实的自然环
境，体现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规律，展现其内部的原理，让学生
进行观察和体验，全面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优化学生学习效果。 

一、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类型 
1.知识巩固型 
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知识巩固型的地理

模拟实验教学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地理学科思维，帮助学生进一步
巩固地理知识，增强对地理知识的记忆效果。知识巩固型的模拟实
验需要在理论教学完成之后开展，教师需要将实验时间控制在
15-30 分钟，全面凸显出课堂教学中的内容，使学生在实验观察、
实验操作中回忆知识。例如在开展“森林水土保持”的模拟实验时，
学生就需要观察实验现象，从实验现象中总结出影响森林水土保持
的主要因素，分析内部原理，提出增强森林水土保持能力的措施。 

2.难点突破型 
难点突破型的地理模拟实验教学需要着重展现课堂教学的重

点和难点，增强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的理解，全面提高学生的知识迁
移能力，深化学生对地理原理、自然地理发展规律、演变过程的理
解。基于地理模拟实验，教师要为学生提出具有研究性的地理问题，
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逐渐完成教学目标，充分发挥模拟实验的
价值。例如在学习冲积扇的相关知识时，很多学生难以理解泥沙堆
积的过程，对泥沙颗粒大小的分布不够了解，教师可以通过模拟实
验的方法动态展现冲积扇的形成过程，让学生观看流水侵蚀和流水
堆积，理解重难点知识。 

二、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设计流程 
1.分析阶段 
在地理模拟实验教学的分析阶段，教师需要选择模拟实验的类

型，深入解读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分析教学内容，明确地理模拟实
验在地理课程中的地位，为后期的实验设计、实验教学奠定坚实基
础。教师需要对课程标准进行深入分析，融合单元教学内容，开发
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除了要分析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之外，教师
还需要对学生开展分析，充分考虑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兴趣，抓
住学生“已学会的内容”和“不会的内容”，让学生通过实验深入
理解知识。例如在学习“洋流”的相关知识时，教师需要在分析阶

段梳理重点知识内容，分析学生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洋流运
动的成因等。通过深入分析模拟实验的教学内容，地理教师可以充
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融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将模拟实验作为重
要的教学途径。 

2.设计阶段 
在地理模拟实验的设计阶段，教师需要全面渗透现代化的地理

教学理念，考虑学生在实验中能够获得的知识点，明确实验教学的
重难点，体现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的创新性。设计阶段主要包括
教学目标设计、重难点设计、教具准备、教学流程设计、教学评价
设计。模拟实验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要求，教师可以结合课堂教
学的现实需要，融合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让学生广泛参与到实验
当中。例如在学习“洋流”时，教师可以设计模拟实验的主要内容、
实验流程，准备塑料盒、水、碎纸屑、吸管，还可以用石块等物品
模拟陆地和海洋，对整体上的实验内容进行设计，引导学生用吸管
向水的表面吹气，同时在水的表面加入碎纸屑，模拟风海流、补偿
流，让学生了解洋流形成的原因。设计阶段是模拟实验开展的关键
阶段，教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实物，让地理现象以更加
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加深学生的理解。 

3.反馈、修正阶段 
在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的反馈与修正阶段，教师需要全面思

考地理模拟实验教学活动，及时捕捉学生在实验活动中遇到的问
题，观察学生在模拟实验中的表现，包括实验动作、表情、语言等，
接受学生的反馈，进而对整个实验教学进行反思，对实验教学环节
以及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当前各地区的经济条件还存在较大
差距，高中地理教学资源分布不均，要想全面提高地理教学效果，
充分发挥模拟实验的价值，就要让模拟实验走向常态化、普遍化。
首先，教师需要高度重视模拟实验的开展，不断积累模拟实验的教
学经验，重视学生们的反馈，加强对实验道具、实验流程的修正。
另外，学校以及教育部门也应该加强对地理实验室的重视，优化地
理实验室的建设，在资金和物资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持。 

三、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设计案例 
1.明确模拟实验目标 
在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中，教师需要明确教学设计的背景，

整合单元教学内容，明确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需求。在模拟实验
开展之前，教师需要提前撰写教案，梳理模拟实验的目标、主要环
节、操作方法、实验道具等内容。例如在学习《河流地貌的形成》
时，流水侵蚀地貌和流水堆积地貌是重点教学内容，学生要理解河
流侵蚀作用的三个方向，明确侵蚀地貌的初期、中期、后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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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履职尽责, 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团
结同学。 

遵纪守法
（10 分）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无
任何违纪违法行为。 

  

履行团员
义务 

（10 分） 

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和团的活
动，请假一次扣 2 分，扣完为止，
无故缺席此项得零分。按时缴纳团

费，未按时缴纳，此项得零分。 

  

执行纪
律上先
进（25
分） 

考勤情况
（5 分） 

上课无迟到、早退、旷课等现象，
否则此项得零分。 

  

  总分   

总分为 90 分及以上评为先进团员。如有违纪违法行为，则实行一
票否决。 

3 高校开展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的实践意义 
3.1 有助于提升高校共青团员的综合素质，发挥团员先进性 
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先进团员应该在政治思想

上先进、道德品行上先进、发挥作用上先进和执行纪律上先进，每
个指标细化了具体指标和标准，给了团员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团员
们可以对照指标和标准，通过努力达到标准，从而提高自身各项素

质和能力，发挥团员先进性。 
3.2 有助于科学评价团员先进性，发挥团员先进性 
一直以来，学校更注重对党员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团员的评价。

实际上，在高校中大部分学生都是团员，而发展党员也是从团员中
推优，由此可见，对团员的培养和评价也是十分重要的。团员评价
体系形成后，对团员的考核便有章可依，不仅增强了团员意识而且
促进了团员们积极发挥先进性。 

3.3 促进团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发挥团员先进性 
评价体系的构建促进了团员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也促使团组

织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发挥团员先进性。如开展五四科技文化
艺术节系列活动、技能竞赛月系列活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等校内校外的团组织活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团组织活动，给团
员们提供一个平台，让团员们参与其中，积极发挥先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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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地貌在山前、河流中下游、河流入海口海滨地区的不同，明白
作用过程，对洪冲积扇进行深入学习。对于冲积扇的相关知识，学
生需要掌握冲积扇的成因，了解冲积扇的构造，通过实验明确冲积
扇形成的过程，总结出冲积扇的主要特点。基于模拟实验教学，冲
积扇的模拟实验类型属于难点突破型实验，教师需要在实验中对学
生进行点拨、引导，让学生深入理解难点内容，增强对知识的迁移
和运用。 

2.完成实验流程设计 
在完成教学目标设定之后，教师需要科学设计模拟实验的流

程，准备好实验工具，明确模拟实验开展的时间，精心规划教学流
程。针对《河流地貌的形成》，教师需要利用模拟实验布置出“植
被”、“土壤”等自然事物，可以用纱布等物品模拟植被，用沙子模
拟大颗粒，用泥土模拟小颗粒，塑造出真实的自然环境，模拟出地
势的起伏情况，呈现出河流等自然景观，增强学生的理解，让学生
拥有良好的体验。针对整个教学流程，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设计教师演示实验、多媒体情境塑造、学生自主实验、学生小
组合作实验等多种类型的实验，让教学流程和实验流程更加清晰，
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终极目标，发挥模拟实验的优势。针对实验流
程的设计，教师必须凸显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在整个实验
教学过程中自主操作，全面提高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探究能力，
让学生通过实验形成科学的地理知识架构，加强对地理知识的迁
移，促进学生在实验中创新创造。 

3.开展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模拟实验开展的核心环节，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实验

教学的具体策略息息相关，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加强
学生的参与，让学生在实验中增强对地理知识的理解，进行自主创
新、自主探索。在实验教学中，教师需要呈现冲积扇形成的动态过
程，引导学生开展实验操作，让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使学生
感受流水侵蚀、流水堆积地貌的形成过程，观察细颗粒和粗颗粒流
动的速度，通过画图等方法明确冲积扇形成的过程，深入理解“泥
沙推移”。无论是流水侵蚀还是流水堆积，都是自然界不断变化、
日积月累的结果，在学生动手操作中，模拟实验可以将自然界中漫
长的演化过程浓缩到十几分钟，清晰地展现自然规律，引发学生的
联想和想象。在实验教学中，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塑造一个“出山口”，
让学生观察出山口泥沙堆积的情况，分析泥沙颗粒大小的分布，揭
示其中的规律，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解读，全面深化知识学
习效果。针对小组合作实验，教师要将以往学习的零散知识充分组

合起来，以问题为线索，帮助学生理解本节课的重难点，鼓励学生
主动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加强对地理知识的运用。通过多媒体技
术，教师还可以通过动画为学生演示地理现象，让学生掌握冲积扇
形成的过程，配合模拟实验，全面优化教学效果。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辅助，让学生掌握实验操作的方法，发挥自主
创造能力，用实验模拟自然环境，提高动手实践能力，保证观察结
果的科学性。 

4.反思实验教学效果 
在实验结束后，教师需要对实验教学的效果进行全面反思，针

对地理模拟实验的背景、教具准备情况、模拟实验的基本流程等进
行评价。在模拟实验的流程中，教师需要对学生所完成的操作任务、
实验所用时间、小组配合情况、实验现象观察结果等进行全方位评
价，反思实验中不合理的问题，对实验流程和实验环节进行修改，
提出解决方案。模拟实验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拥有独特优势，教师需
要主动学习《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积极参加地理教学竞赛，不断优化模拟实验的
开展效果，与其他地理教师加强交流，通过多媒体、实物等开展模
拟实验，提高实验效果。 

结束语 
高中地理模拟实验能够将自然现象模拟出来，帮助学生深入学

习地理知识，全面提高学习效果，对地理事物的演变过程、内在规
律进行深度理解。在以往传统的教学中，大部分教师都采用多媒体
动画教学的方式展示地理现象，这种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教师要对学生的基础进行分析，设计
实验内容，为学生搭建自主创造的平台，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科学
开展实验，规划模拟实验的流程，对实验教学进行反思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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