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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验是地理课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当前世界地理教育改革研究的一个焦点领域。

从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倡议在中学开设地理课，并提出

地理观测的设想至今，地理实验教学的思想已经孕育和

发展了二百多年。从建国之初，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地理

实验的要求至今，我国地理实验教学的实践之路也已经

走过近60年。那么，在当前，我国地理实验教学研究取

得了怎样的成就？存在哪些不足？现有文献很少对此进

行全面和深入地探讨。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回顾和梳

理我国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文献，为地理教学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

一、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历程与脉络

1. 地理实验课程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地理实验教学始自地理课程进入现代学

校教育体系之后。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一系列教育政策

文件都将参观考察和调查作为地理学习的重要方式。清

末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要求教师应“先自

学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

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

迹为之解说，……”[1]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有关地理

实验的教学建议。民国时期的地理教育政策加强了对调

查和考察类地理实验的重视。1922年“新学制”实施后

颁布的《初级中学地理课程纲要》要求：“……将城市

或乡村的各种实况，详细调查”。[2]1929年的《初级中

学地理暂行课程标准》要求“以野外旅行为实地的观

察”，1936年的《高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要求“以野

外旅行及各种实习或参观特种场所及展览会等为实地之

观察”，1940年的《修正初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要求

“使学生野外旅行，及各种参观实习等，以为实地之

观察”。[3]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已有学校借鉴美国

道尔顿制，专门设立了兼具实验室功能的“地理试验

室”。[4]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颁布的《中学地理教学大

纲（草案）》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实验”的术语，要求

“研究四季变化的原因，……这一部分教学，必须使

用地球仪做实验”。[5]1978年以后我国教育开始回归正

轨，逐步形成了以各类地理活动为主的地理实验教学体

系。80年代前后颁布的多部地理教学大纲都要求加强课

内外的地理活动。如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地

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第三部分建议，“教师……

也可以组织对地理有兴趣的学生进行乡土研究（包括观

测气象、测报地震），制作教具、编辑地理墙报等”。
[6]1990年《全日制中学地理教学大纲（修订本）》要求

积极开展“天气观察、气候观测、地震预报、环境监

测、野外观察、地理调查等活动”，且每学年不少于一

次。[7]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地理教学

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地理教

学大纲（试验修订版）》都将“有利于启迪智能和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确定教学内容的原则。

2001年后，《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

（2001）和《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为中学地理实验

教学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要“倡导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开展地理观测、地理实验、地理

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8]2011年修订后的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提到，“地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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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丰富的实践内容，包括图表绘制、学具制作、实

验、演示、野外观察、社会调查和乡土地理考察等，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9]与此同时，与课标相配套

的教科书也编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地理实验。

2. 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脉络

梳理地理实验研究的脉络，可以发现，早期的地

理实验教学以参观考察和调查为主要形式。但因为研究

成果留存很少，使得如今很难全面了解民国及其以前时

期的相关学者对地理实验教学的研究情况。仅能查阅到

可能对中学地理调查有所涉及的论文有，胡焕庸的《初

中添授乡土地理和省区地志编辑问题》（1939）和强生

的《地理教材拾遗及乡土地理之编辑》（1943）。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的地理实验教学以

课外观察、观测类地理活动最为常见，相关研究论文开

始增多，并且出现了我国第一本以地理实验为题公开出

版的著作——《国外中学实验——地理》（1996）。该

书由林培英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编理科教学新编

（地学部分）》（1973）的基础上编译、修订而成，书

中收录了大量的中学地理实验。

2000年以来的地理实验教学内容日益丰富，逐渐

成为地理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室内地理教学实验受到

地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中学地理教学参

考》、《地理教学》、《地理教育》等期刊共发表了约

140篇有关地理实验教学的文章。[10]很多硕士学位论文

采用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对地理实验教学进行了大量研究

（见表1）。关注地理实验教学的学者和机构也快速增

多，并形成了以内蒙古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为主的研究中心。特别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于

2004年建立了专门的地理教学论实验室，共发表了20余

篇以地理实验教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徐宝

芳、张卫青主编的《中学地理实验教学研究》成为我国

第一本中学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著作。此外，地理教学

论的相关教材也加大了对地理实验的关注。如陈澄主编

的《新编地理教学论》一书专门提出了地理实验教学的

基本程序与要求。袁书琪主编的《地理教育学》着重论

述了地理教学实验的功能和类型。值得注意的还有，美

国中学教材《科学探索者》和《科学发现者》被翻译引

入我国后，书中大量的地理实验案例引起了国内研究者

的普遍关注，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内蒙古师范大学 2 1 1 1 1 1

华中师范大学 1 1 3 2 1

东北师范大学 1 1 2

江西师范大学 1

首都师范大学 1

湖南师范大学 1 1

上海师范大学 1

南京师范大学 1

浙江师范大学 1

表1  2003-2013年以“地理实验教学”为主题检索硕士论文来源与数量

二、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内容

分析有关我国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著作、期刊以

及相关学位论文，可以发现很多学者是将地理实验与地

理实验教学融为一体，结合实验教学方法的特点来探讨

地理实验教学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

面。

1. 地理实验的概念

地理实验概念的界定主要来源于四位学者。曹琦

认为，地理实验法是运用一定的器材和设备，人为地使

所要学习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及其变化过程表现出来，以

获得和验证地理知识的方法。[11]夏志芳认为，地理实验

是根据地理教学的目的，利用仪器、模型、设备等，人

为地控制或模拟自然地理事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

素，在有利的条件下认识地理基本原理的有效的教学手

段。[12]陈澄认为，地理实验的方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通过实验得出结论，从而完成既定学习任务的教学

方法。[13]徐宝芳从更为概括的视角进行了广义界定，地

理实验是指通过观察、观测、演示、制作、绘制、调查

等地理活动方式，认识、探究地理事物、现象和过程等

的地理实践教学活动。”[14]

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和一些时代因素的局限，这

些概念界定存在一些微小差异，但都基本认同地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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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其本身存在学生的实践与

教师的指导两项主体活动，需要器材、设备等外部条件

的支持，还是地理学习过程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方法。

2. 地理实验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地理实验划分为很多

类型。最常见的分类有四种，一是按照地理学科属性不

同分为自然地理实验和人文地理实验，二是按照实验地

点的不同分为课内地理实验和课外地理实验，三是按照

实验者的不同分为教师操作的实验和学生操作的实验，

四是按照实验内容进行分类。如曹琦将地理实验分为地

球系列地理实验、气象气候系列地理实验、水文系列地

理实验、地质地貌地理实验、地图系列实验、生物和土

壤系列实验、人文地理系列实验等七类。[15]

同时，还有一些分类更多地考虑了地理学习过程

的特点。如夏志芳按照实验目的不同将地理实验分为

析因实验与重现实验。前者指在知道某些地理事物之

“果”的基础上，由“果”追“因”的实验，后者指为

了再现某一地理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做的实验。[16]

袁书琪按照使用的仪器和材料的不同，分为真实实验和

模拟实验等。[17]段玉山按照学习内容进程将地理实验分

为地理感知性实验和地理验证性试验。前者指安排于学

习内容之前的实验，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实验获得对学习

内容的初步感知。后者指安排于学习内容之后的实验，

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实验验证所学原理的正确性。[18]张卫

青、徐宝芳按地理实验的层次不同将地理实验分为验证

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验证性实验是验证

课堂所学理论的实验。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

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

实验。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

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19]可以将这些分类汇

总如下（见表2）。

学者 分类标准 实验类型

- 实验者 教师演示实验、学生操作实验

- 实验地点 课内地理实验、课外地理实验

- 学科属性 自然地理实验、人文地理实验

- 实验内容
如大气实验、水实验、地貌实

验等等

夏志芳 实验目的 析因实验、重现实验

袁书琪 仪器和材料 真实实验、模拟实验

段玉山 学习内容进程
地理感知性实验、地理验证性

实验

张卫青

徐宝芳
实验层次

验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综

合性实验

表2  地理实验类型

前述的四种常见分类，便于帮助教师直接和简易

地区分实验本身的特点，但对于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指导

学生学习的作用有限。后述的四类分类考虑了学习本身

的特点，能为教学设计过程提供直接指导，为教学策略

的整体选择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更值得广大教师学习

和借鉴。

3. 地理实验教学的功能

大多研究都依据地理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即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来研究地

理实验教学的功能。如徐宝芳认为地理实验教学的教育

功能依次是地理技能教育方面的功能、能力教育方面的

功能、地理知识教育方面的功能，以及情感、态度、价

值观教育方面的功能。[20]也有一些研究更为重视地理实

验教学对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方面的影响。如夏志

芳认为地理实验教学有效培养了学生观察力、想象力、

动手能力和激发了学习的内驱力。[21]朱雪梅认为地理实

验教学可以模拟展现地理演化过程，转变学习方式、提

高学习能力，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22]王建梅认为

地理实验教学还培养了学生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了自

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23]除了一般实验教学具有的直

接获取知识、验证知识、培养技能之外，地理教学实验

对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具有更重要的功能。

例如，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同实验能够激发学生的地理

学习兴趣的观点。还有学者强调地理实验教学能够培养

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他们感受美、鉴赏美、创造

美的能力。[24]

4. 地理实验教学的实施

地理实验教学的实施大体可分为实验设计、实验

准备、实验过程和实验评价等四部分。有研究将这四部

分综合后概括为“三类地理实验教学模式”，[25]不过大

部分研究焦点集中于实验设计及其相应策略。如雷鸣认

为地理实验设计应具有典型性、简易型和启发性，[26]要

避免一些不具备实验特质的实验成为得不出科学结论的

“魔术表演”。[27]黄锦春认为地理实验教学则要符合必

要性原则、针对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和完

整性原则。[28]

有的研究反思了传统地理教学的弊端，指出在传

统地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实验教学

向学生传授地理知识，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创造性，应该

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设计、操作、总结实验，

教师仅是实验的指导、协调和帮助者。”[29]也有研究在

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理实验教学设计的具体策略。如

朱学尧认为地理实验教学可以使用六项策略：即提高

教师执行课程标准的自觉性；突出地理实验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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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地理实验的针对性；注重地理实验结果分析的灵活

性；重视地理实验教学的生成性；关注地理实验教学的

主体性。[30]还有研究结合对七、八年级人教版地理教科

书的文本分析和教学实践，提出了三类七种地理实验教

学策略。[31]

实施评价是实验教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中高考

越来越重视地理实验考题的背景下，很多研究开始关注

实验教学法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不少研究通过教育实验

的方法发现，采用地理实验教学法班级的教学质量显著

高于普通班（未采用地理实验教学法）。[32]不过，对地

理实验教学评价方法的研究却很少。仅孙俊梅构建了较

为具体的地理实验学习的三类评价指标体系（演示类，

绘制地理模型类，地理考查和地理调查类），并在每一

类指标体系下进一步分设二级指标。[33]

5. 地理实验教学的案例研究

设计和收集地理实验项目案例的研究很多。如徐

宝芳、张卫青设计和收集了地图系列、地球系列、地质

地貌系列、气象气候系列、水文系列以及人文地理系列

的107个初高中地理实验。[34]多虹等收集了地理实验项

目171例，其中演示类地理实验占42.7%，绘制地图、

制作地理模型类地理实验占 14.0%，地理考察、调查类

地理实验占15.8%，地理观测占 27.5%。[35]这些实验案

例大多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和可操作性，便于直接应用于

教学，对中学教师开展实验教学有重要借鉴价值。另

外，很多研究非常重视对国外地理教科书中的地理实验

案例的分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地理实验的教学案

例的研究却很少。

三、地理实验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回顾地理实验教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地

理实验教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最显著的变化是

已经由最初的完全引入、翻译国外成果为主逐步转变

为推出富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成果，并且研究队伍不断

壮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涌现。然

而，在取得一系列进展的同时，我国地理实验教学研究

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 地理实验教学的理论研究仍然较为薄弱

理论研究的欠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

实验教学的理论支撑研究不足。很多研究者只是将学习

理论的内容加以借用和移植，形成许多概念，但没有与

地理学科实验的独特性相结合，未能关注地理实验教

学的一些元问题。例如实验教学对地理教学之独特价值

是什么？地理实验教学的理论支撑来源有哪些？对于地

理学科核心能力的培养具有怎样的深刻影响？这些问题

未能充分研究，使得当前的地理实验教学难以形成完整

的教学理论体系。甚至很多研究忽视了“地理实验”与

“地理实验教学”的概念差异，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

必须注意，与此相关的研究应该认真区别地理实验本身

的活动属性和地理实验教学的方法属性。二是对地理实

验教学功能认识不够。依据三维目标来研究地理实验教

学的功能可能局限了对地理课程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同

时，当前的研究几乎只注意到地理实验教学的正向功

能，而忽略了其可能的负向功能。事实上，其负向功能

更值得深入研究。三是已有研究更多地强调地理实验教

学对学生发展的意义，但对于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却鲜

有提及。

2. 地理实验教学的实践层面未得到应有重视

在实践层面，地理实验教学未受到足够重视，面

临许多实践困惑。第一，地理学科的跨学科性被忽视，

很多人仍然视中学地理为“文科类”课程，认为无需实

验教学。加之对地理实验教学质量的关注和评价很少，

也导致地理实验教学的价值饱受质疑。

第二，地理实验教学的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形成

对教学实践的强有力指导。例如，有关地理实验的分类

很多，但对不同类型地理实验可以采用何种具体教学策

略的研究甚少。再如，有关自然地理实验教学的案例研

究较多，而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案例研究很

少。

第三，地理实验教学的实施研究较少，对实验教

学技能关注不够。虽然有很多地理实验案例，但相应的

将这些实验运用于教学的案例却很少，这使得许多地理

教师知道有哪些地理实验，但却找不到可借鉴的地理实

验的教学案例，也就难以提高其实验教学技能了。

第四，地理实验教学环境的研究未得到足够关

注。地理实验教学有的可以在课堂同步进行，但更多的

地理实验只有在专门的实验教学环境中才能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近年来，随着地理教学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基

础教育投资的加大，我国许多地方的学校都兴建了一批

地理实验室、地理教学专用教室或地理实验园，为地理

教学提供了优越的实践平台。但其使用情况如何呢？其

设施、使用与管理适应地理实验教学的发展吗？与此相

关的研究很少。这种研究的空白也值得大家反思。当地

理科学实验已经提出“虚拟地理实验教学”时[36]，中学

地理教育或许可以探索基于网络的较为简易的虚拟地理

实验教学策略。

3. 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相较而言，国外比较注重实验教学法，重视培养

学生通过观察、实习、调查、运用图表和数据分析地理



教学研究

 20

2015 年 第 8 期

问题的技能和能力。例如，在英国，野外实习、考查早

已成为中学地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

地区分别设有许多城市研究中心和野外实习中心。[37]美

国高中教材《地理：地质学、环境与宇宙》（科学发现

者系列教材）的每个章节都配有类型丰富的地理实验，

如迷你试验、探索实验和技能实验等。[38]可以看到，在

课程理念、政策要求和教科书编制方面，我国的地理实

验教学与国外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实验教学对提升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对转变地

理教学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当前我国地理实

验教学研究相对薄弱与地理实验教学的重要地位形成了

较大反差。希望地理教学研究者和广大地理教师更好的

互动合作，在今后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耕耘，生

长出地理实验教学研究的丰硕果实。

注释：

①笔者从《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存在

这两篇文章，但未能阅览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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