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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用 A4 纸单面打印一份，用回形针装订。

2.课题名称、类别、编号请根据备案或立项通知准确填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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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体填写

成员在研究中的贡献及成果。此页保持完整一页。

4. “研究进展情况”请按要求逐项填写，五号或小四号宋体，简明扼要，规范使

用序号，行距适当。注意各部分保持相对完整，不要跨页断行。

5.“主持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评估意见”栏由学校教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填写，

须对课题研究的过程、成果等作出描述性评价，另起一行给出校级评价结论（是/否

同意推荐参加区级中期评估），单位教科研负责人签名，单位盖章。单独一页，不要

跨页断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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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曹洁、王翼成

序 姓 名 主 要 成 果

1 曹洁

主持人 1。开展课题理论研究和过程性研究。负责课题整体设计、组件研究团

队和安排研究任务。撰写中期报告，调查报告，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乡村高中落实地理实践力的实践研究分析—以“洋流”模拟实验为例》于

2024 年 11 月发表在《时代论坛》；论文《新课标下地理模拟实验教学在乡村

高中的研究》于 2023 年 12 月获江苏省教育学会二等奖；课例《基于尺度思

想下高三地理复习课的设计与实施-以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为例》于 2024 年 9

月获常州市二等奖等。

2 王翼成

主持人 2。开展课题理论研究和过程性研究。论文《乡村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

学对地理实践力的影响研究—以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一为核心》于 2024 年 11

月发表在《时代论坛》；论文《新高考模式下高三地理教学中必须面对的问

题及对策》于 2023 年 12 月获武进区二等奖。

核心成员：

序 姓 名 主 要 成 果

1 杨李

开展课题行动研究，撰写模拟实验课例，形成阶段性研究报告。论文《新课

改背景下高中地理社团的实践探究》于 2024 年 12 月获武进区地理教育学会

一等奖。

2 樊蓉

开展课题行动研究，撰写模拟实验课例，形成阶段性研究报告。论文《高中

地理线索教学法的思考与实践》于 2023 年 12 月获常州市教育学会二等奖；

论文《探析成果导向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里的应用》于 2024 年 12 月获武进

区二等奖。

3 史慧影
开展课题行动研究，撰写模拟实验课例，于 2024 年 4 月和 2024 年 5 月开设

校级讲座。

4 吴棋光 开展课题行动研究，撰写模拟实验课例。

5 叶云

开展课题行动研究，撰写模拟实验课例，形成阶段性研究报告。论文《基于

问题式教学的高中地理思维链建构---以地球的历史"为例》于 2024 年 12 月

获武进区教育学会二等奖。

6 张温丽 开展课题行动研究，撰写模拟实验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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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学习，开展理论研讨活动，提升研究能力。

课题组系统学习地理教育教学理论、模拟实验教学相关专著及前沿研究成果。学习内容主

要有：（1）有关地理实验教学的理论专著，有曾玮《地理教学论》、徐宝芳《中学地理实验

教学研究》、张海《地理实验设计与教学案例》、杨士弘《自然地理学实验与实习》、刘春红

《地理科学专业实验教程》等；（2）有关模拟实验理论和开展的论文，有谢军《地理实践力

视域下的实验教学设计探究——以人教版必修 1 第五章“土壤”一节为例》、曹东《高中地理

实验教学的“真”应用——以“自然界的水循环”教学为例》等相关论文。

（二）展开调研，调查师生教学现状，把握研究方向。

课题组面向所在乡村高中的 364 名学生及 9 名地理教师开展调研。

（1）课题组面向所在乡村高中的 364 名学生及 9 名地理教师开展调研。一方面，设计了

针对学生地理现状的调查问卷，内容涵盖对模拟实验的兴趣、对模拟实验教学的认识与期待等

方面。

（2）对乡村高中地理教师进行访谈，了解其在教学中使用模拟实验的频率、遇到的困难

及教学设想等。调研发现，多数学生对地理模拟实验兴趣浓厚，但实际参与机会较少；教师虽

认可模拟实验的教学价值，但受限于教学资源、场地及时间等因素，应用频率不高。

（三）组织研讨，参加校内校外活动，丰富策略储备。

课题负责人为课题组成员做了《模拟实验在乡村高中开展的价值和实施》的专题讲座，组

织围绕模拟实验的文献研究和现状调查进行交流探讨，明确研究重点和人员分工。2023 年 9 月

到 2025 年 4 月，课题组积极组织校内研讨活动，每月开展一次课例研究和课题研讨会议，分

享教学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同时，积极参加校外教学交流活动共计 9次，先后组织课题组成

员参加了 7 次区域地理教学研讨会。

（四）落实分工，开设模拟实验课堂，找准研究重心。

（1）设计模拟实验课例，开设模拟实验课堂。依据课题研究计划，课题组围绕模拟实验

设计、课堂实验实施、数据收集与分析等方面展开研究。先后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开展了“热

力环流模拟实验”“洋流运动模拟实验” 等多个地理模拟实验课程，累计授课 20 余节。根据



教学实践及观察结果，我们发现模拟实验材料的选取、实验操作的简易性以及实验与教学内容

的契合度等方面对教学效果影响较大，据此找准了研究重心，组织成员进一步优化模拟实验设

计，使其更贴合乡村高中教学实际，提高教学有效性。

（2）进一步梳理模拟实验实施策略。我们以具身认知、建构主义学习、情境学习为理论

基础，意在提高学生地理核心素养，设计如下模拟实验教学流程。

图 1模拟实验教学流程

（五）积累资料，总结交流实践经验，提炼研究成果。

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收集教学中的相关资料，具体有教学设计、教学课件、课堂实录、学

生实验报告、作业及测试成绩等；另一方面，整理师生的反馈意见、评价量表、研讨记录、活

动照片及记录等。通过多次的总结交流，我们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开设两周一次的

研讨活动，让科研过程有迹可循，有据可依。初步提炼出一些研究成果，如形成了 7 个较为成

熟的模拟实验教学案例、撰写教学反思与经验总结文章 10 余篇，为课题的后续研究及成果推

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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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出版、发表的成果

（1）发表的论文

曹洁老师的论文《乡村高中落实地理实践力的实践研究分析—以“洋流”模拟实验为例》

于 2024 年 11 月发表在《时代论坛》，王翼成老师的论文《乡村高中地理模拟实验教学对地理

实践力的影响研究—以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一为核心》于 2024 年 11 月发表在《时代论坛》。

（2）获奖的论文

曹洁老师的论文《新课标下地理模拟实验教学在乡村高中的研究》于 2023 年 12 月获江苏

省教育学会二等奖；课例《基于尺度思想下高三地理复习课的设计与实施-以地壳运动与地质

构造为例》于 2024 年 9 月获常州市二等奖。王翼成老师的论文《新高考模式下高三地理教学

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及对策》于 2023 年 12 月获武进区二等奖。杨李老师的论文《新课改背景下

高中地理社团的实践探究》于 2024 年 12 月获武进区地理教育学会一等奖。樊蓉老师的论文《高

中地理线索教学法的思考与实践》于 2023 年 12 月获常州市教育学会二等奖；论文《探析成果

导向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里的应用》于 2024 年 12 月获武进区二等奖。叶云老师的论文《基于

问题式教学的高中地理思维链建构---以地球的历史"为例》于 2024 年 12 月获武进区教育学会

二等奖。

（二）已产生的实践效应

（1）提升了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学生科学实验精神。通过模拟实验教学的常态化实施，

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获得显著提升，科学思维与探究精神培养成效初显。在实验操作层面，92%

的学生能独立完成 "大气热力环流"" 流水作用 ""土壤" 等基础模拟实验，较课题实施前有所

提升。通过《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表》前后测对比，学生在"实验方案设计""地理工具运用""数

据可视化分析"等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

（2）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模拟实验案例集。经过阶段性实践探索，课题组已构建覆盖高中

地理必修、选择性必修模块的模拟实验案例体系，形成具有乡村教育特色的资源库，具体包括

"课前预习视频+课中实验手册+课后任务清单"等资源包。这种 "从学生经验中来，到课堂教学

中去" 的实验案例教学模式，使实验案例更贴近乡村学生的认知基础，显著提升了教学适配性。

（3）提高了教师地理专业素养，丰富了教学手段。课题研究推动教师从 "教材执行者" 向

"实验课程开发者" 转型，专业素养实现多维度提升。教师不仅能熟练运用传统教具（如地球

仪、等高线模型），更创新使用数字化工具开展实验教学。此外，教师将实验教学经验转化为

教研成果，形成案例论文等阶段性报告。

（三）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价

周源泉老师、许光英老师、赵瑜佳老师在本课题开题论证时进行评价：课题通过筛选

出适合乡村高中学情的实验教学案例进行情景化教学，针对师生现状进行调查，发现问题，针

对问题优化教学策略，将实验案例教学应用到一线课堂中，为高中地理教学提供教学样本，也

为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注入了动力。课题小组在组织结构上是比较合理的，课题组成员能

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题前期的各项准备活动中，能够结合乡村学校以及学生及家庭的现实

情况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规划；而且，从课题的确立和理解，到研究内容的制定，再到研究任务

的分工和研究步骤的安排，整个流程都在朝着规范、科学的方向进行。对本课题研究提出如下

建议：课题的目标与价值冲突重复；课题的内容以子课题的形式细化落实；研究成果具体化。



3.课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

（1）研究案例上，理论研究与乡村教学实际衔接待优化。理论研究与乡村教学实际衔接

度不高。理论研究对学生认知起点的预设与乡村学生实际存在偏差，模拟实验案例设计过程中

未充分考虑乡村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培养滞后问题，部分三维地理模型的认知阶梯设计跨度较

大，部分模拟实验效果不佳，难以下沉乡村高中。

（2）研究过程上，模拟实验资源开发路径受限。技术型实验的实施条件受限：尽管提出

结合动态模拟软件、实时气象网站增强可视化效果，但乡村高中在数字技术资源获取（如专业

地理模拟软件的授权使用）、硬件设备（如触控屏幕、VR 设备）配备及教师技术操作能力方

面存在瓶颈。

（3）研究内容上，子课题研究丰富度和活跃度不够。当前子课题设置与研究推进中，暴

露出研究维度单一、互动机制缺失的结构性问题。从丰富度来看，现有子课题多聚焦于模拟实

验的课堂实施流程，但对实验教学评价体系构建、学生差异化实验能力培养、乡土资源与实验

结合路径等维度缺乏系统探索。

（4）研究成果上，成果影响范围有限。受限于乡村高中的地域条件与传播渠道，现有研

究成果尚未形成区域性辐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果形式单一化。目前成果主要

集中于教师个人撰写的教学案例，缺乏系统化的成果载体。二是区域联动机制缺失。课题实施

以来，与其他学校经验交流不足，我校积累的实验教学经验未能有效输出。

（5）研究对象上，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长效性与评价精准度存在挑战。①模拟实验教学

对核心素养的提升效果缺乏长期追踪数据。②评价量表的指标权重与乡村学情适配度需调整。

4.下阶段研究计划

1.2025 年 7 月-2026 年 1 月，继续深入开展模拟实验教学研究，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验、

反思、成果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总结提炼，根据中期评估的意见，复盘课题进展情况，对下

一步课题研究作具体部署。

2.2026 年 3 月-2026 年 10 月，全面反思研究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并整理研究成果，全体

成员做好案例汇总、论文收集等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有质量的研究报告，在本区域范围

内宣传推广课题研究成果，做好结题准备。



三、主持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评估意见

单位科研管理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持人：曹洁、王翼成
	序
	姓 名
	主    要    成    果
	1
	2
	核心成员：
	序
	姓 名
	主    要    成    果
	1
	2
	3
	4
	5
	6
	（一）已出版、发表的成果
	（1）发表的论文
	曹洁老师的论文《乡村高中落实地理实践力的实践研究分析—以“洋流”模拟实验为例》于2024年11月发表
	（2）获奖的论文
	曹洁老师的论文《新课标下地理模拟实验教学在乡村高中的研究》于2023年12月获江苏省教育学会二等奖；
	（二）已产生的实践效应
	（1）提升了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学生科学实验精神。通过模拟实验教学的常态化实施，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获
	（2）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模拟实验案例集。经过阶段性实践探索，课题组已构建覆盖高中地理必修、选择性必修模
	（三）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价
	（1）研究案例上，理论研究与乡村教学实际衔接待优化。理论研究与乡村教学实际衔接度不高。理论研究对学生
	（2）研究过程上，模拟实验资源开发路径受限。技术型实验的实施条件受限：尽管提出结合动态模拟软件、实时
	（3）研究内容上，子课题研究丰富度和活跃度不够。当前子课题设置与研究推进中，暴露出研究维度单一、互动
	（4）研究成果上，成果影响范围有限。受限于乡村高中的地域条件与传播渠道，现有研究成果尚未形成区域性辐
	（5）研究对象上，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长效性与评价精准度存在挑战。
	4.下阶段研究计划
	1.2025年7月-2026年1月，继续深入开展模拟实验教学研究，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反思、成果
	2.2026年3月-2026年10月，全面反思研究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并整理研究成果，全体成员做好案例
	单位科研管理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