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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高中地理实践活动的实施现状和问题调查报告

王红燕/蚌埠第三中学 233000

李方平/蚌埠第二中学 233000

摘 要

本文以安徽省蚌埠市部分学校为例，对高中学段地理实践活动实施情况进行

网络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教师对地理实践力的认知程度和态度不一，有的

教师对地理实践力培养的认识不深刻；地理实践活动的频次差距大，选题来源单

一；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目的多样，遇到的困难较多。基于调查研究，文章提出

改进建议：依据课标和教材，设计实践活动内容；结合乡土地理课程资源，选择

实践活动主题；制定详细的的活动实施方案；形成活动成果，进行展示评价。

关键词

地理实践活动；地理实践力；调 查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修订）》提岀，地理实践力是指人们在考

察、调查和模拟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
[1]
。地理实

践活动是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培养地理实践力的重要途径。目前，高中地理

实践活动的开展现状如何，怎样通过实践活动培养高中生地理实践力素养，是教

师一直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对全市部分高中教

师地理实践活动实施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了解优势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为促进高中地理实践活动的积极开展，有效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提供参考。

一、调查研究设计

1．问卷设计

为了解目前高中地理实践活动开展的现状,课题组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基础

上，结合自身开展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编制了《高中教师实施地理实践活动情

况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分为四个维度：对地理实践力培养重要性的认识、活动

选题和频次情况、活动实施情况、活动评价与反馈情况，每个维度又分为若干项

目进行问卷调查，共设置选择题 17 道，综合题 1道。

2．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安徽省蚌埠市部分学校高中地理教师为样本（包括民办学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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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卷星形式网络在线调查。该调查样本虽然范围较小，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本市高中地理教师实施地理实践活动的情况，可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有

所不同，但这也可以给其他地区的地理实践活动开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3．数据处理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为网络调查问卷，共填写问卷 112 份，并对问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

将不完整项目超过一半的问卷剔除，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检查回访问卷的准确

性：检查数据是否有误，是否有记录错误导致的异常值。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98

份，有效回收率约为 87.5%。

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效度分析用于分析研究项目是否合理和有意义，利用信度系数验证。结果如

表 1所示：

表 1 信度分析结果

信度系数 系数值

Cronbach α系数 0.960
McDonald's ω系数 0.976

折半系数 0.901
theta系数 0.976

由上表可知，研究给出四种系数检验结果，值均高于 0.9，说明研究数据信

度质量很高，是稳定且可靠的。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效度分析结果

KMO值 0.972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7911.021
df 595.000
p值 0.000

由计算得知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 0.4，P 值为 0，说明研究项

信息可以被有效的提取。另外，如上表 KMO 值大于 0.6，说明研究项的信息量被

有效提取，反应出问卷真实有效，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二、调查数据分析

1.教师对地理实践力的认知和态度

对地理实践力的认知程度调查结果（图 1），较为了解的占 47.37%，了解

一些和非常了解的分别占 34.21%和 18.42%，说明教师对新课标提出的地理实践

力素养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对学生进行地理实践力培养的重要性调查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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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有 50%和 47.37%的教师认为非常重要和较为重要，认为不重要和一般

化的占比不到 3%。说明多数教师对地理实践力素养有一定认识，且认为地理实

践力的培养是重要的，持赞成态度，这对于开展地理实践活动是一个良好的基础。

图 1 对地理实践力认知程度调查

图 2 地理实践力培养重要性调查

2.地理实践活动的频次和选题来源

关于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频次调查发现（图 3），没有开展的

占 47.37%，组织过 1-2 次的占 50%，3-5 次占 2.63%，6 次以上为 0。地理实践活

动的选题来源调查表明（多选题，图 4），来源于教材中的活动或课标活动建议

的最多，达到 71.05%；其次是来源于周边乡土地理资源，达到 60.53%；来源于

网上的课件和教案、新闻或生活中的素材约为 50%和 57.89%，其他来源约为

21.05%。此项调查说明，目前教学中地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次数偏低，选题主要来

源于教材、课标、乡土资源、新闻或生活等素材，其中周边乡土地理资源是地理



4

实践活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地理实践活动并不需要完全独立于课堂教学之外，教

师可以参考教材、依据课标要求，结合周边乡土地理资源，因地制宜的开展活动。

图 3 平均每学期指导学生地理实践活动次数调查

图 4 地理实践活动选题来源调查

3.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目的和遇到的困难

通过对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目的调查发现（多选题，图 5），增长学生知识、

拓宽视野占比 94.74%，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占到 89.47%，提高学生成绩、学校

或上级要求及其他占比都在 40%以下，说明教师开展实践活动的目的主要着眼于

学生的长远成长和素养提高，而不是短期功利。遇到的主要困难数据显示（多选

题，图 6），占比在 80%以上的困难主要有教学时间紧张、资金缺乏、担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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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自身组织活动能力不足、学生实践能力缺乏、学校不支持等困难占比在

50%以上，学生积极性不高及其他困难占比在 40%以下。以上数据说明，目前教

师开展地理实践活动还存在许多现实的困难，这需要教师、学校、学生和家长多

方协调配合，精心设计活动，做好各项保障，积极克服困难开展实践活动。

图 5 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目的调查

图 6 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困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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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进策略

1.依据课标和教材，设计实践活动内容

2017 版新课标在教学提示中提出，注重运现代的信息技术、模拟实验、野

外考察等方法，提高学生解释地理事物和现象与认识自然环境的能力；注重社会

调查等方法，联系生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
[2]
。模拟实验、野外考察、社会调查

是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重要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指导学生体验、观察、观测、识

别、描述、分析、解释、欣赏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地理实

践力。人教材必修 1、2和选择性必修 1、2、3 教材中设置了大量的活动探究，

包括野外考察、社会调查等内容，教师可以结合学情和教情，选择适合的教学资

源设计实践内容，开展地理实践活动。

2．结合乡土地理课程资源，选择实践活动主题

乡土地理课程资源是基于一定空间尺度，在教学中可以利用有利于课程目标

实现的一切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总和[3]。乡土的空间尺度一般指学生自幼生活并在

此成长的地方， 可以是一个县、一个地级市或者更大的范围，是学生经常活动

的区域，空间上距离较近，易于组织学生开展地理实践活动。

蚌埠市位于安徽省北部，属黄淮海平原和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淮河穿城而

过，是安徽第一个设市的城市、老工业基地。蚌埠市及周边地区有许多可供考察

的典型自然、人文地理景观，如淮河河流地貌、明光火山地貌、凤阳韭山洞喀斯

特地貌等自然景观，还有农业、工业、交通等人文景观。教师可以基于课标和学

情，对蚌埠市及周边乡土地理课程资源进行梳理筛选，因地制宜组织多项地理实

践活动。

3．制定详细的的活动实施方案

地理实践活动实施环节多、组织难度大，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为了

确保实践活动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前教师一定要先到活动基地进行考察备

课，然后根据课标要求、学生情况、考察地的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活动方案，包

括参加学生的人数、分组情况及负责人、交通、餐饮的安排、活动的程序、纪律

要求、活动的目标要求等具体事项。

4.形成活动成果，进行展示评价

地理实践活动组织的是否有效，要看学生在活动中和活动后，能否能够积极

参与观察、研讨、合作，利用所学知识和地理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提高做

事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实践活动结束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对考察的内容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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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总结，形成活动成果。成果的呈现形式有很多，可以是考察报告、小论文、短

视频等。如明光女山考察和蚌埠某地农业考察，要求学生完成一篇考察报告；淮

河水质考察，要求学生写篇如何改善保护淮河水质的小论文；蚌埠地震台参观考

察，要求每小组出一期画报，宣传抗震减灾和自救的措施等。学生完成成果后，

教师要认真进行点评和分析，表彰展示优秀考察成果，可以激发同学们参与地理

课外活动的兴趣。

四、结语

通过对当地高中地理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教师对地理实践力培养的重要性

有充分的认识，也明确地理实践活动是培养地理实践力的重要途径，但现实教学

中由于诸多困难，地理实践活动开展的比较少，也存在一些问题，学生地理实践

力素养还有待提升。这就需要教师加强课程研究，依据课标、教材，结合乡土地

理资源，因地制宜选择实践活动主题，精心设计活动方案，适时有效地开展地理

实践活动教学，不断提高地理实践活动的水平，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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