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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实验与地理实践力关系密切，地理实验是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有效手段，对于提高学生地理核心

素养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高中地理水循环中的下渗和地表径流为例，对地理实验教学设计进行

系统研究，以期为高中地理教育的实验教学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借鉴，从而促进地理实践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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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y experi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geographic practical ability. Geography experiments 
are an effective means to cultivate students’ geographic practical ability and are significant for im-
proving students’ core geographic literacy and skills. This article takes infiltration and surface run-
off in the high school geography water cycle as an example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design of 
geography experimental teaching, aiming to provide more op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educ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geographic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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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把地理实践力作为核心素养之一，在培养学生的

地理实践力这一素养中，地理实验常把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用能力作为重点[1]。在实际地理实

验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地理实践力素养较低、落实难度大，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需求日益凸显。地理实

验的优化设计旨在揭示地理教学中难以直接被学生所认识感知的地理概念、原理、规律以及地理现象过

程，培养学生的观察、想象和思维等能力，提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2]。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知，有关

地理实验与地理实践能力培养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3]-[8]，但对培养的结果及评价反思等方面的研究

较少。鉴于此，以地理实践力的培养为出发点，对地理实验教学设计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对高中地理水

循环中的下渗和地表径流实验教学优化设计的案例研究，发现并总结出更加有效的地理实验教学方法和

路径，为地理教育的实践教学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借鉴，从而促进地理实践力的全面提升。 

2. 地理实验与地理实践力的关系 

地理实践力是学生在各种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应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是地理核心素养中能力

要求的缩影，而地理实验是一种具有一定实验原则指导、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利用相关实验器材与设备的

地理教学活动，扮演着指导和引领的角色，以促进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和提升[9]。地理实验教学是通

过实验的方式，使学生在观察、试验、数据分析、结论推导等环节中培养地理实践力的重要途径[10]。地

理实验和地理实践力关系密切，主要体现：1) 地理实验教学作为培养地理实践力的重要途径，能有效提

升地理实践力。具体表现为，地理实验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验中汲取知识，学生通过动手操作、

实地参考、自主探究等形式来明晰和验证地理现象的演进历程，从而逐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实际应

用能力。2) 地理实践力的提升对于地理实验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地理实验教学帮助学

生掌握地理知识和技能，同时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地理实践力的发展不仅是地理实

验教学目标的达成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为实验教学目标的不断深化和提高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支撑。因

此，在地理教学中适当推行地理实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地理实践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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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中地理水循环实验教学优化设计 

3.1. 实验方案 

3.1.1. 提出地理实验问题 
地理实验主题的提出应充分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认知水平和社会生活经验等因素，以确

保该主题具有明晰性、范围的具体性、内容的价值性以及难易的适中性，从而实现培养学生主动运用地

理实验进行科学探究的教学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具体的实验问题：探究水循环中的下

渗和地表径流的过程。在整个水循环中，水的蒸发、水汽输送、凝结降落这些环节大都是日常可观测到

的，而下渗和地表径流的过程日常却难以观察到。 

3.1.2. 确定地理实验内容 
本次地理实验内容为运用小组合作实验的方式演示与操作水循环的下渗与地表径流过程。要确定本

次地理实验内容，应先分析课标要求，再看地理教材，接着分析学生情况。首先，新课标中的课程内容

要求运用示意图，说明水循环的过程及其地理意义；课标中对水循环的过程这一部分的要求是“说明”，

说明学生对水循环的过程是需要明晰的。其次水循环是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描述了水在地球上

的循环过程，其中水循环包括蒸发、降水、水汽输送、下渗与地表径流等过程。最后，高中学生已经具备

了获取信息、分析资料、协作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初高中地理学习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关于岩石、

气候、水文和植被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为学生参与本次地理实验打下了基础。 

3.1.3. 选择地理实验器材 
实验器材选择应该根据学校教学设施条件、经济状况、学生学习的特点等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保证

学生完成实验的时间在可接受范围内，达到实验预期效果。本次实验应准备的器材：一个清洁的塑料瓶

(切掉大约一半)、一块丝袜、一根橡皮筋或绳子、一些碎石、一些土壤、胶带、水。这些实验材料在日常

都能找到，并且占地面积小，容易实施，确保了小组内的同学每个人都能观察到，并且这些都是经济、

简单、实用、安全、环保的材料。 

3.1.4. 确定实验步骤、变量、观察指标和实验数据记录表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假设和预测，设计实验方案，包括实验步骤、变量、观察指标等。设计实验步骤：

1) 准备一个清洁的塑料瓶，切掉大约一半，用橡皮筋或绳子把一块丝袜绑在瓶口上，代替瓶盖。这样就

制成了一个有过滤功能的漏斗。2) 把漏斗倒过来，放入一层约 2 cm 厚的碎石，再放入一层约 1 到 2 cm
厚的土壤。3) 把漏斗放在瓶子的下半部分上，用胶带固定住，防止滑动或移位。4) 向漏斗里倒入水，直

到水开始通过碎石和土壤渗入到瓶子的下半部分。5) 如果漏斗里还有多余的水，可以问学生如果土壤是

在一个斜坡上，会发生什么。引导学生理解没有渗透的水会形成径流，就像暴雨后街道上的水或河流里

的水一样。设计实验变量：水的量或速度。设计实验观察指标：水渗透到瓶子下半部分的时间或量，漏

斗里剩余的水的量。实验记录表应包括实验日期、小组成员、实验步骤、实验数据(水渗透到瓶子下半部

分的时间、漏斗里剩余的水的量)、数据分析和结论等内容。具体见表 1。 

3.1.5. 实验数据处理分析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记录的数据，包括水渗透到瓶子下半部分的时间和漏斗里剩余的水的量。实验结

束后，学生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通过绘制图表的方式来展示数据的变化趋势。例如，以水

的量为横坐标，水渗透到瓶子下半部分的时间为纵坐标，绘制折线图，观察水的量与渗透时间之间的关

系。同时，学生可以根据实验数据得出结论，如水的量对渗透时间的影响、土壤和碎石的性质对下渗和

径流的作用等。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9623


于兆丰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9623 321 创新教育研究 
 

Table 1. Experimental records of infiltration and surface runoff in the water cycle 
表 1. 水循环中下渗和地表径流过程的实验记录 

实验日期 小组成员 实验步骤 实验数据 数据分析 结论 

具体日期
1 

小组成员

名单 1 

1) 准备一个清洁的塑料瓶，切掉大约一半，用 
橡皮筋或绳子把一块丝袜绑在瓶口上，代替瓶盖。 
2) 把漏斗倒过来，放入一层约 2 cm 厚的碎石， 
再放入一层约 1 到 2 cm 厚的土壤。 
3) 把漏斗放在瓶子的下半部分上，用胶带固定住，

防止滑动或移位。 
4) 向漏斗里倒入 200 mL 水，同时开始用计时器 
计时，直到水开始通过碎石和土壤渗入到瓶子的 
下半部分，停止计时，记录水渗透到瓶子下半部分

的时间为 30 秒。 
5) 用量筒测量漏斗里剩余的水的量为 50 mL。 

水的量为 200 mL， 
渗透时间为 30 秒， 

剩余水的量为 50 mL。 
  

具体日期
2 

小组成员

名单 2 
同上，但水的量为 300 mL， 

渗透时间为 45 秒，剩余水的量为 80 mL。 

水的量为 300 mL， 
渗透时间为 45 秒， 

剩余水的量为 80 mL。 
  

具体日期
3 

小组成员

名单 3 
同上，但水的量为 400 mL， 

渗透时间为 60 秒，剩余水的量为 100 mL。 

水的量为 400 mL， 
渗透时间为 60 秒， 

剩余水的量为 100 mL。 
  

3.1.6. 得出实验结论 
根据实验数据和分析，得出关于水循环中下渗和地表径流的过程和特点的结论：1) 水循环中的下渗

过程与水的量有关，水的量越多，下渗所需的时间越长；2) 土壤和碎石对水的下渗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且其下渗能力存在上限；3) 当水不能完全下渗时，会形成地表径流，地表径流的量与水的量和下渗能力

有关。 

3.2. 实验教学评价体系 

结合具体的实验设计(以水循环中的下渗和地表径流为例)，根据地理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的设计步骤，

可以得出水循环中下渗和地表径流形态的评价体系见表 2。在地理实验教学中，评价方式采用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该评价方式对学生在实验教学活动中所展示的实验观测与操作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设计。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of infiltration and surface runoff forms in the water cycle 
表 2. 水循环中下渗和地表径流形态的评价体系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学生完整设计出了相关地理实验方案 √或× 

学生正确执行了实验操作和记录了实验数据 √或× 

学生分析了实验数据和验证了实验假设 √或× 

学生得出了实验结论并清晰表达了探究结果 √或× 

学生在小组内展示了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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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地理水循环实验教学反思 

在地理实验中，引导学生经历实验设计、观察、记录、操作实施、数据处理分析的全过程，可以带给

学生丰富的学习体验和地理实践力素养的提升。在实验设计阶段，学生需要仔细思考实验要达到的目的

和预期结果。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全面观察实验现象及细节，记录实验数据和变化，尝试不同的实验

方法和步骤，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实验技能。在数据处理分析阶段，学生需要运用学过的统计方法进行

数据处理和分析，总结出实验结果，为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汇报提供基础和支持。通过这一全过程的引导，

学生能够深入地理解地理学科知识的本源和实践价值，提高实验思维和创新意识，增强实践动手能力和

实验环节中遇到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数据处理、表达和交流能力，同时也体验到成果分享和团队合作

等良好的实践习惯和品质。 
结合学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和课堂观察，高中地理水循环实验对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优势

主要为：1) 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整个水循环实验教学过程中，其实验主体都在突出学生，

打破了以往教师操作为主的实验模式，实验中学生的各个感官都被积极调动起来，借由观察实验现象和

记录这一过程，促进学生观察探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此来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实施的能力。2) 培养

学生合作意识。在实验教学中，全程是以小组合作为主，要求各小组在一定的时限内进行实验操作，整

个学习小组分工的合理与否、商讨交流的过程等都将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实验任务的完成度产生影响。因

此，在开展地理实验活动时，以此类团队协作的学习形式能有效地养成学生与他人协作、互相交流学习

的能力。3)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习能力。在不与地理知识相悖的基础上，高中地理水循环实验教

学的形式给予了学生完全不同的地理学习体验，注意力不再完全停留在地理课本，其学习动力和对知识

的渴求得到充分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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