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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指引下，高中地理课程教学强调促进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学习。

STEAM教育综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等教育元素融入到高中地理社团活动，能够打破常规学

科界限，形成跨学科的综合地理学科素养。本文基于STEAM教育与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基本架构，以“月

相观测”为例提出相应的教学实施步骤，设计STEAM教育在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具体案例。旨在弥补高

中地理课堂教学不足，落实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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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 integrity”,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emphasizes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of each student, and STEAM education integrates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 into the activities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ubs, which is able to break the boundaries of conventional disciplines, and form the interdiscipli-
nary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disciplinary literacy. Based o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TEAM educa-
tion and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ub activities, this paper takes “moon phase observation” as an ex-
ample t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designs the spe-
cific cases of STEAM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ub activities. The aim is to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o realiz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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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强调“构建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地理课程”，围绕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养要求，构建科学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1]。目前，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培养途径仍然集中

在地理课堂教学上，地理课堂教学在培养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依旧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2]。然而，

高中地理课堂教学由于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一些地理现象难以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认知与验证，

因而需要地理社团活动来延展时间和拓展教学空间。地理社团活动是学生走出课堂，融入社会，参与跨

时间和空间的综合学习活动，有助于有效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之处。STEAM 教育综合多学科知识以达到

学生追求理解，帮助学生以较低成本丰富学习经历，这对于他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是必不可

少的[3]。在 STEAM 教育理念指导下开展的高中地理社团活动，鼓励学生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地理实践

和探索、展现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使学生更具综合思维和实际应

用能力。 

2. STEAM 教育与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基本构架 

2.1. 基于课程标准的学科设计 

地理学科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等特征，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需要地理课堂教学和各类地理活动相

互融合得以落实。高中地理社团活动是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一种可行的教学路径，能够弥补地理课

堂教学中不足[4]。STEAM 教育下开展的高中地理社团活动基于跨学科性、实践性、主体性等共有特点，

激活学生多领域多视角探索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发生，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与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相

契合[5]。因此，如何有效基于地理课程标准的学科设计，成为 STEAM 教育与高中地理社团活动融合的

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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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学合理的活动设计 

保持活动设计的科学合理性是最基本的且是必不可少的。地理学科的性质要求在进行高中地理社团

活动设计和过程设计时需要遵循科学性的原则和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STEAM 教育理念运用到高中地

理社团活动中可以清晰地呈现活动设计的主要内容，帮助学生理解地理社团活动过程中的相关要素以及

如何开展地理社团活动过程[6]。  

2.3. 联系生活的问题设计 

新课程改革中强调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问题设计可以充分挖掘乡土地理资

源，运用生活现象问题导入设计、解决生活实际问题链过程设计以及课程结束后的现实世界实践操作问

题的设计，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现实生活世界是

多方面联系的集合体，STEAM 教育理念是综合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而建立起来的，与学生的周围世界是

息息相关的。因此，学生在 STEAM 教育理念下的高中地理社团活动中感知地理现象，发现和解决生活

中的地理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生活问题与教学内容的相关性[6]，如果二者之间没有存在紧密关联

的话，学生的自发性学习会有所降低。 

3. 教学实施流程设计方案 

3.1. “月相观测”高中地理社团活动与 STEAM 教育理念的契合点 

STEAM 教育利用跨学科的方式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知识串联起来，引导学生整合各学

科知识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本文选自 2019 年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一章第一节活动栏目“开展简

单的天文活动现象观测”，基于地理课程标准和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月相观测”地理社团活动环节，主

动寻找“月相观测”社团活动与 STEAM 契合点(见表 1)，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与创新理念。 
 

Table 1. Fitting points between STEAM educ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phases of the moon” club activities 
表 1. STEAM 教育与“月相观测”社团活动契合点 

STEAM 教育

理念要素 “月相观测”高中地理社团活动内容契合点 

科学 月相成因；月相变化规律；日地月三者之间的位置关系；确定月亮位置观测方法。 

技术 指南针、望远镜的使用；月相观测记录表的使用；月相变化模型工具的使用。 

工程 记录月相变化观测表；绘制月相位置与形状变化图；制作月相观测实物模型。 

艺术 绘制月相位置与形状变化图；鉴赏故事中的“月相”；月相观测实物模型的制作。 

数学 
利用天文软件观察月相；分析月亮位置和形状的逐日变化；月相形态变化与农历月的规律；制

作月相模型设计与修改。 

3.2. 教学实施流程 

根据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学者 Georgette Yakman 设计的 STEAM 教学过程卡，指导师生开展“月相

观测”社团活动教学与实践。教师在 STEAM 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中师要明确三“W”一“H”，即“WHO”

(谁来做)、“WHAT”(做什么、有什么和用什么)、“WHY”(为什么做)、“HOW”(怎样做和达到怎样

的效果)。STEAM 教育理念下，“月相观测”在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开展流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识“月相”(知识准备、组建出行)，观“月相”(观察月相、中期汇报)，品“月相”(成果展示、情感升华)，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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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high school geography club activity of “observation of moon phases” under 
STEAM education. 
图 1. STEAM 教育下“月相观测”高中地理社团活动教学实施流程图 

4. STEAM 教育在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具体应用 

4.1. 阶段一：识“月相” 

4.1.1. 知识准备 
STEAM 教育下，地理社团活动首先要做的便是学生明确教学活动目标，在“月相观测”教学活动中

无疑为观测并记录月相变化，对月相变化规律做出相应的描述与分析[8]。教师需要明确开展“月相观测”

活动的目的及意义，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与思考“月相观测”的天文基础知识，强调“月相观测”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Desig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activities in the knowledge reserve session 
图 2. 知识储备环节师生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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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组建出行 
为保证“月相观测”社团活动的有效进行，需要建立一个结构化的组织架构，包括“月相观测”小组

和评审委员会。观测小组以五人一组，选举其中一位成员作为组长的形式进行组建，以确保月相观测时

间和任务分工的有效性。评审委员会则由老师和各小组选出的一名成员组成，为“月相观测”实践过程

和后续汇报的结果得到充分评估和反馈。此外，教师将提供月相观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月相观测记录

表如图 3 所示。在进行月相观测前，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月相观测设备和材料。在这一阶段，

要求每位学生进行动作操作演示，教师从旁指导和纠正，以确保学生在观测过程中能够准确地测量月亮

的高度角和确保月相观测活动的成功和有效性。 
 

 
Figure 3. Representation of moon phase observation records 
图 3. 月相观测记录表示意图 

4.2. 阶段二：观“月相” 

4.2.1. 观察月相 
“实践是检验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学生在此阶段明确应该做什么、结果是干什么(技术与工程)，提

高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学生的月相观测任务不仅需要对每天观察到的月相进行记录，同时也需要对已

观测到的结果进行集中讨论和归纳总结，建构正确的认知与体验。教师在“月相观测”过程中并不能“退

场”，仍需发挥主导作用，重视学习过程，加强学习体验，随时关注学生的状态变化[9]。考虑到一个月

的时间较长，学生的积极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教师需要通过鼓励、激励的方法再次调动他

们的热情，确保活动的持续进行。当学生在观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教师应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和帮助，使学生能够科学、有序地进行月相观测活动并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 

4.2.2. 中期汇报 
开展两周后教师组织一次中期汇报，采取小组内部交流讨论、各小组相互学习借鉴、教师指导与解

释方式进行[10]，引导学生及时总结在月相观测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如图 4)。各小组针对月相观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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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施策略、观测记录、工具使用等方面主动思考，共同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内化知识[11]。各小组之间展

开交流与讨论，分享最佳实践过程与成果并指出各组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促进合作，

增强社团的凝聚力。 
 

 
Figure 4. Desig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activities in the mid-term debriefing session 
图 4. 中期汇报环节师生活动设计 

4.3. 阶段三：品“月相” 

4.3.1. 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带动全员参与，注重学生的实践创新、团队合作和责任意识[12]。各小组依次上台展示月相

观测成果，呈现绘制的月相变化规律图，演示由小组共同制作的月相变化模型，并分享在观测过程中的

重要发现、得到的收获，以及最令他们着迷的点等方面的内容[13]。教师及时针对每一小组汇报内容提供

有针对性的问题反馈，鼓励他们继续深入探索，并对月相观测整个活动进行点评和总结，将活动精髓从

“月相的观测”升华到“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上[14]。同时评审会员会对每个小组的表现进行评

分和汇总，为活动画上完美的句点。 

4.3.2. 情感升华 
月相变化源自学生的日常生活，此阶段的主要亮点在于各小组的成果展示，这也是学生亲历体验的

情感升华。其中，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小组间互相交流经验、总结不足，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并增加设立

主持人、组成“咏月”小分队热情洋溢演唱和诵读月亮的诗歌、开展月相竞猜等趣味活动，提升学生审

美品位，展现人文情怀[15]。 

4.3.3. 活动评价 
活动结束后，采用多元评价方式，发放评价量表(如表 2)评价学生在“月相观测”活动中的表现，充

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注重社团活动的目标与学生发展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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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valuation scale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hases of the moon” association 
表 2. “月相观测”社团活动评价量表 

模块 评价标准 评价维度 
学生

自评 

组内

互评 

小组综

合得分 

教师 

评价 

阶段一：识

“月相” 

理解月相的周期性变化与月相成因，能

够解释月球、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

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学会月相观测工

具的使用和观测方法。 

科学性、技术

性与综合思

维、区域认知 

    

您在思考什

么 
 

阶段二：观

“月相” 

能够正确使用观测工具，能够科学记录

并分析完整的观测数据；组内组织管

理、沟通交流、问题解决。 

技术、工程与

区域认知、地

理实践力 

    

您想分享什

么 
 

阶段三：品

“月相” 

展示绘制的月相变化规律图；演示小组

共同制作的月相变化模型；总结观测过

程中的发现、挑战和收获。 

STEAM 五大要

素与地理核心

素养 

    

今后您想做

什么 
 

5. 实施效果 

在 STEAM 教育理念下开展的“月相观测”，学生积极性和参与度高，达到整体性效果，教学质量得

以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进行跨学科融合式的地理教学活动，学生认可度较高。学生在地理教学活

动中需要联系多学科的知识，发展学生的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提高学生获取地理信息和整合地理知

识的能力，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 
2) 激发学生地理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在地理社团教学互动中，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

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只增不减，有利于培养合作精神和探索精神。 
3) 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地理社团教学活动，能够弥补地理课堂教学的不足，丰富学生地理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同时在此过程中融合了跨学科教学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真正与学生内心情感产生共鸣。 

6. 结论 

地理社团作为高中地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STEAM 教育理念下开展的高中地理社团活动的课程

目标能够将其落实到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上。此外，地理社团活动在融入科学教育、技术教育、

工程教育、人文精神与数学教育中更加强调“做中学”，在这一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了更深入的地理学

习体验，学生的综合思维、团队合作意识，科学素养、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不断得到培养和发展，为

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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