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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名  称  新高考背景下地理综合思维   

     能力的培养策略研究      

研  究  方  向             5              

 
课 题 主 持 人      毛丽菊、王小春        

 
主持人所在单位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填  表  日  期        2022 年 9 月         

         
 

 

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 O 二一年三月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用计算机认真准确地填写，用 A4纸单面打印两份，第四、五、六项需保持

在同一页，左侧装订成册。 

2.项目类别分为：招标、重点、立项类。其中招标课题、专项课题的项目类别栏

由课题组分别填写招标课题、立项课题；其他课题的项目类别课题组不填写，由市教

育科学规划办根据评估结果填写重点课题或立项课题。 

3.招标课题、专项课题的课题编号由课题组根据课题立项时所编号码填写。其它

课题的课题编号栏课题组不填写，课题通过中期评估后由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布。 

4.“研究方向”栏按“课题指南”中“选题与领域”的分类填写，如选题隶属于

“教育综合改革研究”，则研究方向栏填写“2”，如选题隶属于“课程与教学研究”，

则研究方向栏填写“5”，其它类别课题以此类推。申报自选课题者，研究方向栏填写

“自选课题”。 

5.“课题主持人”、课题核心组成员、课题承担单位原则上应与课题申报书上的相

应内容保持一致，主持人不得超过两人、核心组成员不得超过 10人。 

6. 备案课题中期评估表不可代替中期研究报告。 

 

 



 

 

一、课题主持人及核心组成员（主持人不超过 2 人，成员不超过 10

人）研究概述 

姓 名 主    要    成    果 

毛丽菊 开设讲座，撰写论文发表，教学竞赛获奖 

王小春 开设讲座，撰写论文发表及获奖，教学竞赛获奖 

黄宇倩 撰写论文发表，开展调研 

金玲 撰写论文发表，开设调研课，资料整理收集 

王晓雯  撰写论文发表，开设调研课，资料整理收集  

卞春尧  撰写论文发表及获奖，分析案例，总结归纳 

    

 

 

 

 

 

 

  

  

  



 

二、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1.中期阶段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限 2000 字以内） 

（1）加强文献学习，提升研究能力。 

在广泛收集和精心选择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组织课题组成员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活

动，学习的内容有期刊类文献如冯广飞的《浅谈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杨剑的

《注重图像教学提升综合思维能力》，还有一些硕士论文，如周彬的《高中地理教学

中综合思维能力培养研究》、陈梦杨的《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生地理综合思维培养策

略研究》等。重点学习了 2017 年《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让课题组

教师深入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以及如何在学生身上落实的问题。 

（2）试卷数字化分析，了解学情，把握研究方向。 

 根据班级分数段情况分析说明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处于低水

平，整体上拉低了班级的平均分，分数没有达到高分层主要是因为将课本知识结合实

际的能力较弱，思考问题的角度还不够全面，或者存在语言表达上的问题，用语生活

化、语言提炼的能力较低，所以得分率处在中等水平，基础知识扎实且综合分析能力

强的学生偏少。但这个层次的学生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进行系统的知识整理阶段，

和分析方法的强化强化训练，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3）访谈调研，深入探讨，明确研究内容。 

 首先对本校和兄弟学校的几位地理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分析高中地理老师对

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了解程度，基于这种了解，在日常教学中的重视程度，从而了解

高中地理教师对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培养的态度，了解高中教师们以何种方式去培养学

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分析老师们在去培养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最终获得地理老师对培养高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之后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合老师们针对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提

出的的意见和建议，尝试着提出适合培养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策略，并以案例的形式

呈现加以说明。 

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时也遇到了阻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教学内容在培养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时的适用性，第二个方面是

学生基础知识储备匮乏，难以构建思维模式。在培养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时会受到

课时内容的局限，并非每节课的内容都适合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只有综合

性的具有探究价值的内容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并且地理综合思维

能力对学生知识储备的要求很高，如学生在分析问题时需要借助之前学过的地理知

识，基础知识储备薄弱，就难以调用在本节课思考所用的知识，则分析问题时无从下

手，也难以理清思路。尤其对高一年级学生来说，课业繁重，学生从初中就对地理学

习不够重视，导致到了高中知识储备匮乏，难以自如运用基础知识储备进行问题的分

析，导致在培养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时遇到阻碍。针对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地理综合

思维存在的困难，就在今后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几位老师也给出

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在进行高中地理教学时应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回顾和巩固，应注

重课本活动的开展，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另外还应注重在教

学活动中与学生的对话，尽可能启发学生自行思考，帮助学生构建思维方式，完善思

维方式，反思完善思考结果。  

（4）课堂观察，深入探究，完善研究成果 

基于培养高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目的，借助“和学课堂”教学评价表（附件

表 1），通过课堂观察的方式对高中地理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进行观察，之后将观察结

果进行文字描述，对高中地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做

简要分析。  

选取本教研组两位地理老师的课堂教学活动进行观察,在此将两位老师分为教师

J 和教师 W。样本容量为 3 个课时内容，一共 6 节课。选择观察的班级学生成绩差

别不大。基本理念是以生为本和以学为主；操作原则：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学教互

动，全程导学。基本流程：目标导学—自学预习—深度探究—合作交流—课堂检测—

总结反思。评价维度从学习目标、组织预学、深度探究、合作交流、课堂检测、总结

反思、学生状态、教师素养、课堂效果，总共 9个观察点。 

在课堂观察前，对两位地理老师进行访谈时，两位老师都表示在日常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首先要考虑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还要考虑课本内容的综合

性。由此，选择观察的三个课时内容分别是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1自然地理基础“自然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性”。选择性必修 1 内容选取第五章是

基于经过前四章内容学生已经了解了自然环境的构成要素，在这个基础上去培养学生

的综合思维，有知识储备支撑，更有利于发散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构

建综合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反思完善思考结果。 

 

  

2.课题中期取得的成果（包括已出版、发表的成果，请注明出版或发表的

时间、刊物或出版社；已产生的实践效应；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价等。） 

课题组成员发表文章 

序号 姓 名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刊物名称及刊

号 

1 黄宇倩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高中地理生活情境

化教学》 

2021.10《教学研究》CN11-1454/G4 

2 毛丽菊 
《高中地理教学中基于综合思维素养的

假设法应用策略》 
2022.6《时代教育》CN51-1677/G4 

3 王晓雯 《新高考背景下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培

养策略》 

2022.6《教学与研究》CN11-1454/G4 

4 金玲 
《高中地理教学中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

途径研究》 
2022.6《教学与研究》CN11-1454/G4 

5 卞春尧 
《高一地理实验教学对学生地理能力培

养的作用研究》 
2022.7《教学与研究》CN11-1454/G4 

课题组成员获奖文章 

序号 姓  名 论文题目 组织单位 
获奖

等次 

获奖时

间 

1 卞春尧 《“云”上谱教育  助力心成长》 常 州 市 教

育局 

一等奖 2021.10 

2 王小春 《以<评>为导，精准施策》 常州市教

育局 

二等奖 2021.8 

课题组成员课堂教学评优成果 

序号 姓  名 活动名称 活动结果 获得时间 

1 王小春 2021年武进区高中地理基本功比赛 二等奖 2021.9 

2 毛丽菊 2021年武进区高中地理基本功比赛 二等奖 2021.9  

3 王晓雯   “和学教学”解题竞赛 一等奖  2022.5 

4 王晓雯   “和学课堂”课堂教学大赛 一等奖  2022.5  

5 金玲  “和学教学”解题竞赛 二等奖 2022.5 

6 金玲  “和学课堂”课堂教学大赛 二等奖 2022.5  
 





 

四、评估小组成员 

评估组职

务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签  名 

组长    

组员    

组员    

组员    

    

五、评估小组意见 

 

 

 

 

六、区学校和教师发展中心评估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