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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师范生作为未来中学教师，应具备地理核心素养的综合素质，因此，加强庐山自然地理实习优化设

计环节，有助于提高师范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文章以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为核心目标，结合庐山

实习内容、方法及反馈对自然地理实习设计进行效果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通过表现性评价和结果性评

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有效提升了师范生的地理核心素养，突破了传统评价体系对地理高阶能力追踪的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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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rospective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teacher-training students should possess a comprehen-
sive set of geographic core literacies. Consequently, strengthen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design of 
the Lu Mountain natural geography internship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enhancing their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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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mpetencies. This paper is primarily aimed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geographic core liter-
acies and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internship design by integrating the 
internship’s content, methodologies, and feedback.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an assess-
ment mechanism combining performance-based and outcome-based evaluations effectively en-
hances the geographic core literacies of teacher-training students, thereby overcoming the limita-
tions of traditional evaluation systems in tracking advanced geographical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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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和《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了

地理核心素养目标作为课程目标，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和地理实践力，

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较低、落实难度大，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需求日益凸显[1]。作为即

将投身教学岗位的高校地理科学师范生，其地理核心素养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同时师资水平方面也存在

一定的欠缺，亟需进行针对性地培养和提升[2]-[4]。依据具身认知理论与地理实践教学论，地理核心素养

的培育本质上是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通过具身实践实现知识建构与能力迁移的过程。相较于传统实习侧重

技能训练的碎片化培养模式，该研究基于“观察–分析–应用”的进阶逻辑重构实习项目，将人地协调观

的价值判断、综合思维的跨尺度分析等核心要素嵌入野外考察任务链，既呼应了吴传钧先生“地理学是研

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学科本质论，也为解决当前师范生核心素养培养中“知能脱节”以及“价值缺位”

等问题提供了实践路径创新。庐山每年作为众多高校师范生自然地理实习基地，在各自然地理学科实习方

面，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实践方案和课程体系[5]。自然地理实习重视野外考察，被视为有效培

养师范生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在庐山原有实习的基础上优化设计实习方案，添加基于师

范生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实习项目，符合目前的需求。通过庐山自然地理实习培养具备地理核心素养的师

范生，有助于他们将来成为优秀的地理教师，为地理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2. 实习目标与核心素养的契合性分析 

在深入分析当前高校师范生自然地理实习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方案，以庐山自然地理

实习为典型案例，旨在提升师范生地理核心素养，使其更好地适应新一轮中学地理课程改革。庐山实习

目标与地理核心素养高度契合，其具体表现[5]-[7]：1) 人地协调观的渗透。实习内容包含对庐山生态环

境问题的调查(如水源保护、植被破坏等)，并引导学生提出可持续发展建议；通过分析人类活动对庐山环

境的影响(如水库建设对水文的影响)，强化了学生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地协调观。2) 综合思维与区域认

知的培养。实习通过系统考察庐山的地质构造、地貌形态、水文和气候特征、土壤和植被分布等要素，

要求学生综合自然地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其空间分异规律。例如，通过观察庐山山地自然要素

的垂直带谱，学生能够构建区域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认知，体现了综合思维与区域认知素养的结合。3) 地
理实践力的提升。实习强调仪器应用和实地操作，例如，使用地质罗盘测量岩石产状、采集土样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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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记录气象数据等实际操作。这种“理论–实践–数据分析”的流程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符合地理实践力的培养要求。 

3. 实习内容与方法的设计运用 

3.1. 多学科融合的课程设计 

庐山自然地理实习涵盖地质学、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水文学、植被与土壤地理学等多学科内容。

例如在土壤地理学实习课程设计时，对黄龙寺附近山地黄壤剖面观察分析中，应结合当地成土母质、山

地气候条件以及生长的植被类型进行综合判断。具体课程设计如下：1) 从气候、地形、植被等角度阐明

土壤形成的条件；2) 根据不同海拔土壤形态特征(颜色、pH 值、湿度、质地)判断土壤类型；3) 讨论不同

成土条件下的土壤剖面特征差异及其原因。真实情境中蕴含复杂的知识和多学科融合，例如在含鄱口分

析庐山云雾的成因时，需要综合气象与气候学(逆温层、山谷风)和物理学(凝结原理)等相关知识，这种跨

学科融合教学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性思维。 

3.2. 教学实习方法的多样化 

采用“教师讲解 + 小组探究 + 仪器操作”的实习模式，例如在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实习课程设计

时，对五老峰断层崖地貌考察，教师应结合实地构造讲解地壳运动机理，学生分小组完成地质素描以及

数据采集(罗盘测量岩石产状)。例如在植物地理学实习课程设计时，组织学生分小组在山上不同观测点观

察植被类型，并用野外观测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从气候、地形、海拔高度等角度分析植被景观山地垂

直自然分异的产生原因，绘制庐山山地植被垂直分异带谱图。 

3.3. 数字技术工具的应用 

引入 GPS、遥感影像解译等数字技术工具，提升了野外数据采集的效率。例如在庐山植物园调查山

地植被状况时，结合手机 GPS 和奥维互动地图等手机 app，记录园区的植被类型及优势植物，并分析庐

山典型植物群落特征。例如在地质、地貌实习课程设计时，利用遥感影像分析庐山地貌形态，结合实地

验证，增强了学生的空间分析能力。 

4. 实习设计的效果评价 

4.1. 表现性评价 

为保证科学、全面地评价庐山自然地理实习中的实践表现，分别对地理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地理

观察(调查)能力、地理实际操作能力、小组合作与交流能力以及意志品质表现能力，设定相应的评价量规。

在以上量规的基础上设置自然地理实习表现性综合评价，分为个人、小组以及教师评价三个方面，分别 
 
Table 1. Scoring criteria for the performance-bas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表 1. 表现性综合评价等级赋分 

评价指标 个人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总计 

地理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     

地理观察(调查)能力     

地理实际操作能力     

小组合作与交流能力     

意志品质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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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权重 20%、30%、50%。设置个人、小组及教师评价，是通过多元主体从自我认知、协作表现、专业视

角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最大限度保证评价的公平性；权重的不同分配(个人 20%、小组 30%、教师 50%)
则立足往日庐山实习中单一主体评价片面化、专业化不足等问题，既体现对学生自主反思、团队协作等

实践素养的关注，又通过教师主导的专业评价确保标准的一致性与深度，从而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

体系。表现性综合评价等级赋分详见表 1。 
1) 地理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 
地理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评价旨在衡量学生在实习中获取、处理、分析和呈现地理数据的综合能力

[8]。体现在庐山自然地理实习中，学生需要自主观察，拍摄收集或调查收集各种资料或听取教师讲解并

记录有效信息来辅助解决问题。再整理收集到的地理信息，最后能够运用掌握的信息数据促成问题解决。

鉴于学生在信息收集完整性、处理逻辑性及问题解决效能上存在显著个体差异，部分学生能高质量完成

全流程任务，而部分学生仅能实现基础信息收集，因此通过细化评价量表的等级标准与赋分区间，可科

学区分不同能力层次，确保评价结果精准反映学生实际表现。此过程又根据不同学生之间的水平差异分

成四个等级，制订的地理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评价量规见表 2。 
 
Table 2. Evaluation rubric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skills 
表 2. 地理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评价量规 

水平 
等级 具体表现 赋分 

1 能收集到核心任务单中有关问题的部分信息。 1~2 

2 能收集到核心任务单中有关问题的全部信息，但不能整理吸收。 3~4 

3 能收集到核心任务单中有关问题的全部信息，且能够整理筛选出有效信息，并解决任务单中的部分问题。 5~7 

4 能收集到核心任务单中有关问题的全部信息，且能够整理筛选出有效信息，并解决任务单中的全部问题。 8~10 
 

2) 地理观察(调查)能力 
地理观察(调查)能力指学生通过观察或调查复杂的地理事物表象、分析地理问题的本质并获取有用

地理信息的能力[9]。体现在庐山自然地理实习中，学生需要掌握观察或调查方法，在野外积极观察自然

地貌，结合小组合作，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地理问题。此过程又根据不同学生之间的水平差异分成四个等

级，制订的地理观察(调查)能力评价量规见表 3。 
 
Table 3. Evaluation rubric for geographic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skills 
表 3. 地理观察(调查)能力评价量规 

水平等级 具体表现 赋分 

1 观察电站大坝外观，初步感受大坝对水流的影响。 1~2 

2 访谈大坝维护员与牯岭镇居民，进一步了解电站大坝的功能。 3~4 

3 小组合作测河岸不同位置水流流速，调查大坝的实际功效。 5~7 

4 归纳电站大坝建设对水文环境的影响。 8~10 
 

3) 地理实际操作能力 
地理实际操作能力是学生对各种仪器和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情况，能否正确规范使用工具完成地理

野外考察。体现在庐山自然地理实习中，学生需要使用地质罗盘测岩层产状，用土钻取土样，利用遥感

影像分析庐山地貌形态等等。对学生低层次的要求能够借助他人的帮助使用地理工具，高层次的要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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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独立或与他人合作使用地理工具，据此制定表 4 (地理实际操作能力评价量规)。 
 
Table 4. Evaluation rubric for practical geographic operation skills 
表 4. 地理实际操作能力评价量规 

水平等级 具体表现 赋分 

1 能在同学或教师帮助下完成部分仪器的操作实验。 1~2 

2 能在小组中承担一部分分工任务，独立进行简单仪器操作。 3~4 

3 能够与小组成员合理明确分工，独立进行复杂仪器操作。 5~7 

4 能够与小组成员高效合作，独立完成精细的仪器操作，并对数据勘误质疑。 8~10 
 

4) 小组合作与交流能力 
小组合作与交流能力指学生能够小组合作进行考察调查，合理高效分工完成任务，并且积极与游客、

当地居民友好交流，访谈沟通，清楚表达对地理事物的分析。制定的小组合作与交流能力评价量规见表 5。 
 
Table 5. Evaluation rubric for group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表 5. 小组合作与交流能力评价量规 

水平等级 具体表现 赋分 

1 能与组员进行基本交流，初步观察并记录野外地理现象(如地形、植被)，但合作意识较弱，分工不

明确，信息记录零散。 1~2 

2 能主动与组员分工协作(如数据测量、样本采集)，交流顺畅并收集多类型地理数据(如气候特征、

土壤类型)，但信息整合缺乏系统性。 3~4 

3 能与团队高效合作(如协调任务分配、共享工具)，深入分析野外考察数据(如地貌成因、生态关

系)，完成初步分类与逻辑归纳。 5~7 

4 主导团队协作(如制定考察计划、优化分工)，深度整合实地数据与理论模型，提出创新性结论或解

决方案(如环境保护建议、资源利用策略)。 8~10 

 

5) 意志品质表现能力 
意志品质表现能力是学生在真实地理环境中通过实践与反思形成的核心素养，具体体现为独立分析

地理现象的批判性思维、克服野外作业挑战的韧性、团队协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适应艰苦环境

的耐受力[10]。地理野外实践不同于常规课堂学习，其核心价值在于直面自然环境的不可控性，学生易受

天气突变、设备故障等突发状况影响，在此过程中，既需警惕部分学生过度依赖电子设备而弱化实地观

察能力，也要通过团队互助激发正向意志品质的传递与强化。据此以量化不同实践场景中的行为特征见

表 6 (意志品质表现能力评价量规)。 
 
Table 6. Evaluation rubric for the graded assessment of willpower and character traits 
表 6. 意志品质表现能力分级评价量规 

水平等级 具体表现 赋分 

1 在基础任务中依赖教师指导，遇到简单困难易产生抱怨，团队协作意识薄弱，数据记录偶有疏漏。 1~2 

2 能独立完成分配任务，面对中等挑战尝试调整方法，主动与组员分享信息但缺乏深入协作。 3~4 

3 主动提出改进建议，在恶劣环境中坚持高质量作业，积极协调团队矛盾并推动任务完成，数据记

录系统完整。 5~7 

4 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在极端困难下创新解决问题，凝聚团队共识达成复杂目标，并形成反思性实

践报告。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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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性评价 

结果性评价以实习报告与教学设计大赛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计算分数。该评价体系旨在通过多元化考

核维度，全面反映学生在地理野外实践中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1) 实习报告(占比 40%)侧重对学生实

践过程的深度评估，要求学生系统梳理野外考察数据(如地貌观测记录、样本分析图表)，结合地理学理论

阐释现象成因，并反思个人在团队协作、问题解决中的成长与不足。报告评分标准包括数据完整性(20%)、
逻辑严谨性(30%)、创新性分析(30%)及反思深度(20%)，以此检验学生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学术成果的能力。

2) 教学设计大赛(占比 60%)则聚焦师范生知识迁移与创新能力，要求基于实地考察案例，设计适用于中

学地理课堂的教学方案，重点考察情境创设的真实性、教学目标的适切性(如融合核心素养与课标要求)，
以及技术融合的可行性(如结合 GIS 工具实现空间可视化)。大赛评分由学科专家与一线教师共同评审，

确保教育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平衡。二者结合的评价模式，既避免单一报告易陷入“重结果轻过程”的局

限，又通过竞赛机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终分数按权重折算后，纳入实践课程总评。为保障公平

性，评审过程采用双盲打分与异议复核制度，同时设立典型案例库(如优秀报告范本、获奖教学设计)供学

生参考，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促进学生从技能操作者向反思性实践者的进阶。在权重分

配方面，基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中“实践取向”的培养要求，结合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发展优先”

的专业特性，将教学设计大赛权重设定为 60%，既体现对“教–学–评”一体化能力的重点考核，也呼

应了基础教育改革中“教师需具备学科实践课程开发能力”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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