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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思维的地理经典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研究方案

1.研究目标

对于学生，在真实而复杂的情境中感受地理学科的价值。在试题情境溯源和重构中，让

学生在情境的迁移中勤于动手，善于反思，发展理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不断提升他们的综合

思维及其他素养水平。

对于教师，及时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在动态的信息化环境中不断积累教学素材，整合

教学资源，重构新的易被学生接受的教学情境。提高情境创设能力和试题编制能力，学科探

究能力和研究水平。

2.研究内容（或子课题设计）

（1）经典试题搜集与分类汇编。

在日常教学准备、教学过程、教学研究中关注经典试题的选择与搜集，针对这些试题检

测出的学生学习问题进行总结，然后根据知识体系分类汇编。

（2）对经典试题中涉及的情境，溯源重构，求证启智。

教师和学生共同对经典试题中涉及的情境、随时探讨和追溯，在不断的求证与研究过程

中领悟地理原理、过程、规律在现实世界的体现方式。

（3）基于综合思维素养，设计思维导图。

教师和学生在解题后及时总结思路，理清其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相关知识，设计出及方法、

思路和知识体系的思维导图。

3.研究重点

充分体现和利用地理学科综合性、区域性、动态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特点，考虑学生现有认知

水平和学业质量标准要求，对经典试题情境溯源与重构。在这过程中，逐步融合不同类型题

目情境内涵，帮助学生由学科核心素养的提高到全面发展的赋能。

4.研究思路

关于情境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典试题入手，深度学习新教

材和课程标准要求，探究不同类型试题中情境的来源，求证材料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让学生

在课堂上感受知识原理的形成过程，在课外收获知识应用于现实的快乐。引导养成学生善于

观察、勤于思考，敢于探索，乐于学习的习惯，促进教师勇于突破自我，与学生共同成长。

具体思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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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2021.9—2021.12）：深入学习理论、确定具体计划。搜集研究有关资料，

整合最新研究成果，总结收获与不足，为第二阶段行动研究打好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2022.1—2022.12）：学习新教材结构和情境设计，搜集经典试题；在解题

和讲题过程中进行深度学习和思考，将经典试题根据知识体系分类汇编。

第三阶段（2023.1—2023.9）：研究不同类型试题的情境特点，尝试融合现代化信息

技术对涉及的情境不断溯源与求证，借助情境创设理论指导，在情境溯源与重构的实践中

总结思路与成果。

第四阶段（2023.10—2024.9）：反馈并进一步整合不同类别的试题情境资源，突出

地理学科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形成利于提升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资源库。

6.研究方法

（1）文献法：通过图书馆电子数据库收集、计算机网络查阅情境来源和重构方法、

注重综合思维学科素养，整理与本文相关的专著和硕博士论文等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与

整合，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

（2）综合分析法：通过深刻分析面临的复杂现象或事物的组成及特征，应用综合思维

方法，抓住决定性因素，了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掌握创设与重构情境所需要的条件和智

慧。

（3）实践法：根据阶段性的计划与目标，跟学生一起用行动去考察、询问、调查、比

较各类情境，在探究、求证和重构情境的实践过程中获得真知，产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