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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方法，在国外应用广泛而国内处于

起步阶段，但国内研究人员也进行了一系列有关PBL的教学模式改革。地理学强调核心素养的形成，而

PBL是其较好的载体，在此模式下，国内学者对中学地理教学的改革做了哪些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

为此，利用CiteSpace对2003~2023年CNKI数据库收录学术论文的年度发文量、期刊分布、关键词时间

动态、研究热点和发展变化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厘清和总结国内期刊对PBL模式下中学地理教学改革

研究成果发表的现状、热点和不足，提升PBL在我国的应用价值。研究结果表明：(1) PBL在中学地理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文献数量逐渐上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 文献作者多为高校学者和中学教师；

(3) 前期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对理论的研究上，后期逐渐开始转向理论在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主题开始

变得多样化。上述研究结果较为客观地描述了2003~2023年期间PBL在我国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的研究

现状、热点以及趋势，可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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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learning is a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method widely used in foreign countries bu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China. Domestic researchers have also initiated a series of reforms on the 
PBL teaching model. PBL serves as an excellent vehicle for 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geog-
raphy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domestic scholars 
on the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under this model. To achieve this, we utilized 
Ci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ize the annual trends, journal distributions, keyword temporal dy-
namics,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papers indexed in CNKI from 2003 to 
2023. The goal is to clarify and summarize the state of research published in domestic journals 
regarding the PBL model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reform, identify hotspots and defi-
ciencies, and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BL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liter-
ature on PBL application research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has been increasing grad-
ually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2) most of the authors are college academics and mid-
dle school teachers; (3) the research topics initially focused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ut later 
shifted towards practical teaching strategies, with the research topics becoming more diversified 
over time. The findings objectively outlin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of PBL appli-
cation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3,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scholar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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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最早可见于 1918年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生Kilpatrick发表的

《项目(设计)教学法：在教育过程中有目的活动的应用》一文，指出了 PBL 的核心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

习[1]。PBL 在 1980 年代引进国内后，1998 年才首次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直到 2001 年，由于 PBL 理

念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课程改革理念契合度高，PBL 教学模式在我国才得到长足

的发展[2]。但 PBL 在国内中学地理教学中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关注 PBL 在地理教学中的研究

和在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方面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 PBL 必须以地理课程标准为核心，强调核心素养

的养成[3] [4]，要将中学地理具体的知识点与生活以及项目相互融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综合分析等方

面的能力，促进地理学科能力的养成[5]-[7]。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 PBL 的设计过程，且强调评价与反

思在 PBL 中的重要性，执行后需要及时反馈和改进[8] [9]，从 PBL 在高总地理中的应用调查结果表明，

其应用价值是值得肯定的[10]。2022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2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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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在地理情景中，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采用问题教育(单元式、项目式和主题式教学)提高学生地

理实践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师范生的教育理念步入到矛盾多发转型阶段，现有的教学方式也对中

学地理教师和高校师范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PBL 要在现行课程标准要求下进

行教育方案设计，依据学科课程标准，以学生为中心，通过驱动性问题提升教育的效果[11]。 
总体上，由于 PBL 在实际应用的周期长，对教师能力要求高，导致教师对 PBL 的总体接受度不高，

形成的案例较少，尤其是大学课程与高中地理教学相互衔接的案例鲜见报道。但在 2001 年后，我国相关

领域学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开始增多，许多的中学教师也开始探索将 PBL 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实际教

学当中，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PBL 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

点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内容之一。PBL 在国内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情况如何，未来该如

何发展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借助 CiteSpace (6.2.R1 版本)文献计量软件及 CNKI 数据库的

高级检索功能，对 2003~2023 年间国内发表有关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旨在了解我国中学地理教学与 PBL 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发现目前研究不足的指出，找出今后发

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提升 PBL 在我国的应用价值，为中学地理教学教师提供教研参考。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 CNKI 中的核心合集数据库，选择 2003~2023 年时间段，检索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24 日，使用高级检索，检索主题包括“项目式学习 + 中学地理教学”、“合作式学习 + 中学地理教学”

和“研究性学习 + 中学地理教学”，勾选同义词扩展对检索到的结果进行文献标题和摘要查阅，并以

“地理教学”为主要主题进行了筛选。最后，共筛选出相关文献 1523 篇，其中学术期刊 650 篇，学位论

文 189 篇，会议 48 篇，报纸 1 篇。为确保其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剔除了其中与主要主题词无关的

文献，共得到 239 篇有效文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被广泛应用可视化分析工具，其将聚类分析、关键词网络、研究前沿剖析等多个方

面进行了融合，具有结果检验可靠等优点[12]。本研究以 Refwork 和 Excel 格式导出搜集的有效文献后，

利用 CiteSpace (6.3.R1 版本)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使用了关键词分析等功能，通过解读图谱来分析

PBL 在我国中学地理教学的应用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热点。 

3. 结果与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 

2003~2023 年间，PBL 在国内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处于持续发

展阶且出现持续繁荣的态势。2003~2011 年间发文量较少，年度发文量低于 5 篇且 2007-2010 年期间无相

关论文发表，此阶段国内关于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研究的关注度较弱，属于起步阶段(图 1)，且

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地理学科、理论介绍、国外实践经验借鉴等方面(图 4)。2012~2018 年，年度发文量从

3 篇上升至 9 篇，然后在 2019 年迅速升至 20 篇，最后在 2023 年持续上升至 68 篇(图 1)，连续保持整张

态势。此发展趋势可归结于 2017 年地理新课程标准的发布，在学科核心素养要求下，以真实情境介入的

PBL 成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培育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迅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说明国内学者在积

极响应新课程标准[13]；另一方面，以掌握知识为目标的传统教学已逐渐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而 PBL
是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学生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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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完成项目，并在过程中实现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培养，促使教育领域掀起了关于地理教学 PBL
的研究热潮。 

 

 
Figur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geography PBL publications in domestic middle schools 
图 1. 国内中学地理 PBL 研究文献发文量统计分析 

3.2. 文献期刊分布特征 

对检索到的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共得到 239 篇文献，对其文献发表类型进行分析结果现实硕士论文

共 49 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21%；期刊文章共 180 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75%；中国会议与报纸类文章数量

较少，占 5% (图 2)。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 types for geography PBL research 
literature in domestic middle school 
图 2. 国内中学地理 PBL 研究文献发表类型分布图 

 
期刊共有 75 种，按发文篇数依次递减排序为《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地理教学》>《地理教育》>

《考试周刊》>《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图 3)。关于中学地理教学 PBL
研究论文集中发表在少数期刊上，并偏向于发表在与地理课程学习以及考试相关的期刊上，并且发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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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各高校以及地方从事教师行业的人员，表明国内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高校学者和中小学教

师两个群体上。22%为高校学位论文，说明高校研究人员也比较关注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研究，最

早为河南大学 2018 年开始，近三年在多所高校均开展了 PBL 在地理教学中的研究，其中数量排名前三

的高校分别是西南大学(8 篇)、南宁师范大学(6 篇)和华中师范大学(6 篇)以及辽宁师范大学(5 篇)。 
 

 
Figure 3.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y PBL research literature in domestic middle 
school 
图 3. 国内中学地理 PBL 研究文献期刊分布图 

3.3. 关键词时间动态分析 

关键词可以反映研究主题在一个时期内的主要方向和热点。通过对文献关键词的时间动态分析，可

以了解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发展脉络，以便于掌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本研究将发表于

2003~2023 年间的 239 篇有关文献按年份统计并生成关键词时间图谱，对各年份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选取关键词出现频次大于 5 次的关键词，得到文献关键词共现

图谱(图 4)。关键词“地理教学”共现节点最大，其次为“高中地理”、“初中地理”、“中学地理”及

“高中”，是该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焦点。并且，这五个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占总频次的 36%，这几个方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geography PBL research in middle school 
图 4. 中学地理 PBL 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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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内容从 2003 年起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关键词之间的结构虽然都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总体上来看依然

会较为分散，表明我国虽然在中学地理 PBL 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对其研究深度依然不足，研究

内容较为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图 4)。总体而言，根据 CNKI 数据库中所搜集到的关于 PBL
在我国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在我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涉及到 PBL 在我

国中学地理教学的本土实践、反思与总结等方面依然研究较少。 

3.4. 研究热点与发展变化分析 

3.4.1. 基于突现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分析 
由于关键词之间并非独立呈现，通常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过使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相关功能，

对从 CNKI 数据库中筛选出的 2003~2023 年间收录的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

关键词时间轴聚类分析，得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时间轴(图 5)。 
 

 
Figure 5. Timeline of geography PBL research hotspots in middle school 
图 5. 中学地理 PBL 研究热点时间轴 

 
2003~2023 年间国内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学地理 PBL 的研究内容被分成 8 类研究热点问题：聚类 0(#0)

主要关注地理教学，研究 PBL 的学习方式以及在 PBL 中的师生关系等，此类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重点主

要集中在 PBL 的理论研究上，平均出现时间为 2011 年，之后关于中学地理 PBL 的研究文献开始逐步增

加，是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具有比较稳定的应用研究前景。聚类 1(#1)
主要关注 PBL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该类研究针对性较强，具有较多的研究方向，也出现了更

多样化的研究热点。结合研究热点时间轴图谱来看，此聚类有较多中心程度突出的节点，出现在整个研

究历程中，反映出国内学者对 PBL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这一领域开始较为关注并对此领域开展了广

泛的研究。聚类 2(#2)主要关注 PBL 在初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也属于中学地理 PBL 领域研究增长期开

展的方向，聚类涉及到的关键内容比较清晰。聚类 3(#3)与聚类 6(#6)的研究出现时间较早，属于起步期

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探讨自主学习和合作策略。随着对 PBL 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不断深入，对于

较为宽泛的地理教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减少，研究人员将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学地理，此时对于中学

地理 PBL 的研究逐渐增多，聚类 3(#3)和聚类 6(#6)在中期出现了较多的突现点，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 PBL
的主要内涵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聚类 4(#4)和聚类 5(#5)主要研究研学旅行和教学设计以及应用 PBL
的翻转课堂的设计，相关内容主要和 PBL 在研学活动中的应用以及 PBL 视角下的教学设计有关，旨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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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相关的研学活动设计和教学设计、翻转课堂设计等新兴教学活动提供指导。聚类 7(#7)主要研究

重点是 PBL 在地理复习课中的应用，该主题研究起步较晚，聚类程度较低，但依然可能在未来成为较为

关键和标志性的研究方向(图 5)。自 2010 年以来，我国 PBL 应用于中学地理教学中的相关研究数量不断

增长，并且研究方向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但目前对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理

论应用和实践经验借鉴等方面。 

3.4.2.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研究的发展变化 
突现词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可以作为某一研究前沿的判断或预测依据。

图中突现部分用红色符号“   ”表示(图 6)，Strength 代表 13 个使用频次较高关键词突变的强度，强度越

高表示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相应的时间区间内影响越大[14]。从突现关键词的情况来看，在中学地理 PBL
领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 PBL 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相关研究；(2) PBL 在初中地理

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研究；(3) PBL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4) 基于 PBL 的地理研学活动设计(图 6)。 
 

 
Figure 6. Keyword burst map 
图 6. 关键词突现图谱 

 
当前我国关于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高中地理教学上，而初中地理和

以实际案例为主题来分析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在未来

对于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研究可以围绕其核心，从提高教师素养、优化课程设置、重视课堂教学改

革等方面来开展。突现时间较早的关键词是“地理教学”，在开展本领域研究的早期阶段，对于 PBL 的

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并没有深入的将研究重点细化到详细的方面；中期阶段，关键词“高中地理”和“初

中地理”的突现强度较高，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人员不再仅仅只是将目光停留在宽泛的 PBL 应用上，而

是开始针对不同时期的学生，探索 PBL 对于地理教师使用的教学模式和学生对于地理知识的学习掌握情

况的影响(图 6)。同时，在这一阶段内，伴随着 2017 年新课程标准的颁布，PBL 通过驱动性问题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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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引领学生活动，运用综合知识和技能以便于问题的解决与地理核心素养的要求高度契合，将 PBL 运用

于中学地理教学中是在地理核心素养框架下落实新课标要求、培养综合型地理人才的合理途径。自 2018
年起，有关 PBL 的文献越来越多，更多的关注热点和研究主题也开始出现。同时，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来临以及人工智能等多种高科技手段的兴起，各类新兴科技手段被不断应用于教育领域，中学地理教学

PBL 研究热点也开始向翻转课堂、跨学科融合等方向转换，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不光为教育领域注入了新

的活力，也为中学地理 PBL 的研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在未来中学地理 PBL 的研究中，不光需

要牢牢把握住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也需要加强在中学地理学科教学改革研究方面的深入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3~2023 年间国内关于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梳

理和总结。总体上，在地理核心素养统领下开展项 PBL 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此领域内的相关

研究以及不同的实践成果逐渐增多。地理教学相关的研究主题在我国受到的关注时间较早，而 PBL 是在

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后才被研究人员逐渐引入到地理教学研究中，并且在研究 PBL 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时

结合了我国现有地理教学方式的实际情况，相关的研究主题也逐渐增多。近些年来，PBL 也被应用到了

地理研学活动设计中，同时地理学科新课程标准的颁布等关于地理教学的国家或地方的相关文件政策不

断推出，均表明 PBL 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且倾向于翻转课堂和跨学科融合等方面。 

4.2. 建议 

结合 CNKI 数据库中所搜索到的我国目前在地理教学中的研究热点来看，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乡土

地理、中学地理研学和地理跨学科合作等几个关键词是我国中学地理研究人员较为关注的，所以在未来

关于中学地理 PBL 方面的研究中，相关研究人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第一、加强项 PBL 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结合研究。在 2022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

标准 2017 年版(2022 年修订)》中明确提出需要在地理情景中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采用问题教育(单元

式、项目式和主题式教学)提高学生地理实践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行的许多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已

经跟不上现实的需求，研究人员根据实际需求，在课程标准指导下将 PBL 融入中学地理教学中是非常必

要的。PBL 以真实的问题背景设计教学，通过项目活动，学生既能学习学科理论知识，也能学习相关技

能，但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项目式教学研究依然有待发掘。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围绕 PBL
的核心理念，有针对性地与地理核心素养相结合，以取得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加强乡土地理与 PBL 相结合的实践研究。结合我国当前中学地理教学所关注的热点来看，在

进行 PBL 研究时可以借助本地区乡土地理课程资源，根据实际情况来创设教学情境，使用 PBL 的学习方

式，由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既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也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第三、组织开展基于 PBL 核心理念的中学地理研学活动。通过项目式的教学模式，将研学旅行与课

程内容、野外实践、问题探究等内容融合在一起，对于提高中学研学旅行的质量和效率都具有重大的实

践意义。 
第四、加强 PBL 模式与地理跨学科相结合的实践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教学方式以构

建中学地理 PBL 研究的知识理论体系，借助互联网技术与手段进行地理跨学科 PBL 的实践研究，以提升

中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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