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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是《地理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实施建

议”中明确指出：要“合理开发利用校外课程资源”、“要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参加社会

实践，开展参观、调查、考察、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及“有条件的地区可创建地理实习

基地”。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也指出：要“重视地理问题的探究”，倡导“开展地理观

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新课程背景下的地理

课程要着眼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充分重视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着力拓展学

习空间，并倡导多样的学习方式。 

一、结合区域实际，积极开发校外课程资源 

由于门头沟区自然环境多样，社会、经济发展又有其特殊性，这为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开发提供

了良好条件。为此，我们结合本区实际情况，从 2001 年始至 2012 年间，陆续开发了中学《地理课

程标准》课程目标与内容要求所涉及的地质、地貌、河流、资源、灾害、聚落、交通、农业生产、

旅游等，诸多用于师生开展实践活动的自然与人文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在开发上述课程资源的过程

中，我们结合具体情况，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广泛查阅资料，通过实地考察开发课程资源 

校外课程资源直观性强，更贴近学生实际。要了解门头沟区有哪些可用于开发的校外课程资源，

很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不同方面的线索，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合理开发教学

资源。 

例如，山区面积广大的门头沟，地质灾害较多。在走访过程中，听斋堂地区老人讲，该地曾在

建国初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根据这一线索，查阅了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后得知，1950 年 8

月 1 至 4 日，清水河流域连降大雨，多处发生泥石流。其中，灵岳寺——东北山泥石流，冲毁了北

山沟局部耕地，造成东北山村 75 间房屋受损，21 人死亡。在与当地教师一起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结合这次泥石流灾害，我们从认识自然灾害和防灾减灾的角度，为学生设计了“考察泥石流发生区”

的课程内容。 

再如，门头沟区所处的北京西山，被誉为“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以这里地名创立的地质学术

语不胜枚举。如著名的马兰黄土就是以门头沟区的地名命名的，其标准剖面也在门头沟区。通过详

细的查询相关资料，并结合对标准剖面点的实地考察，我们为学生设计了围绕马兰黄土剖面进行有

关黄土特性、黄土区水土流失状况等一系列探究活动。 

（二）积极联系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聘请有关专家开发课程资源 

除从文献中可获得必要的课程资源信息外，还有很多课程资源文献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清晰，但

它们就在身边，数量很多、价值也非常大。这就需要有关方面的专家参与，开发出符合中学教学需

要的地理课程资源。 

例如，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军庄镇杨坨与郝家房地区的地质地貌，以本地区

地名命名的杨坨地区石炭系上统和二叠系下统的地层剖面，是北京地区上古生界地层的代表剖面。

在杨坨地区，从郝家坊西北山至西杨坨村之间，为一以西杨坨北山为中心的向斜地质构造——阴山

沟向斜。受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向斜成山、背斜成谷”的“地形倒置”

现象。此外，本区范围虽然不大，但涵盖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不同时期的沉积地层。每个地层

中均可采到古生物化石，化石种类多、数量大，且采集方便。 

上述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非常契合《地理课程标准》提出的“有助于学生感受不同区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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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人文地理特征，从地理的视角认识和欣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从而提升生活品味和精神体

验层次，增进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开展对本地区的考察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地理学习兴趣以及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健康情感，还有助于学生从地理的视角认识

和欣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从而提升生活品味和精神体验层次，切实落实课程标准。 

（三）关注公共媒体，合理开发人文领域的课程资源 

人文领域的校外课程资源，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这就需要关注电台、网络、报纸等媒体，

善于捕捉与地理课程相关的内容信息，开发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符合学生特点的课程资源。 

门头沟区是京西重要产煤区，产煤历史比较悠久。2002年 2月 2日（第 3版）京华时报刊登了

“小煤窑仍在挖”的一篇文章。文章内容为：因小煤窑存在安全隐患及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政府部

门曾下令关闭小煤窑，但门头沟山区的小煤窑仍在挖，究其原因是山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与“煤”

有关，转产又很难现实。结合本篇文章，我们为学生设计了“京西小煤窑是否应该关闭？”的调查、

辩论活动。此外，围绕“门头沟区桥梁”设计的学生活动，也是受《京郊日报》“门头沟重视桥梁保

护工作”这篇文章的启发。 

（四）深度发掘现有资源，不断发现创新，综合开发课程资源 

观察、思考与创新是开发校外课程资源的主要途径。对门头沟区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开发方面，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平时考察后的思考与创新。例如，针对门头沟区中小学生态教育基地特定的

地理环境，我们通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设计了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河流水系及

水文特征、小流域治理、河谷地貌考察，以及物候观测等学生综合活动内容，并通过教学实践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二、努力整合课程资源，设计并优化实践活动路线 

在充分开发校外课程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对校外课程资源进行了优化组

合。依据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课程目标与实际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设计了 8 条地理实践活动路

线（表 1）。 

表 1  门头沟区地理实践活动路线 

编号 活动路线 主要活动内容 适宜年级 

1 
卧龙岗-高家园-

水闸 

三大类岩石与断层等地质现象的野外观察，内外力相互作用实

地考察，等高线地形图实地判读等 
初中各年级 

2 郝家房-东杨坨 
地层不整合接触面考察，沉积岩产状测量，化石采集，断层、

“地形倒置”现象观察等 
高中一年级 

3 
圈门-三店村-天

桥浮-拉拉湖 

沟谷发育的影响因素，古道形成的地理基础，地名探源，灾害

成因分析，资源与技术以及交通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实地考察等 

高中各年级 

4 
水闸-陇家庄-灵

溪生态教育基地 

地形对聚落的影响，地形对交通的影响，小流域治理考察，流

域与河流水系及水文特征观察，河谷地貌考察，等高线地形图

实地判读，物候观测等 

初中各年级 

5 灵水村-灵岳寺 
古村落旅游，地形与地貌观察，内外力相互作用实地考察，农

业特产调查，地方文化、地质灾害考察等 
初、高中各年级 

6 
青龙涧-爨底下

村-爨头 

河谷地貌发育，河流对聚落的影响，断层等地质现象观察与分

析，村名探源，地理环境对聚落的影响等 
高中一、二年级 

7 斋堂-青龙涧 
河谷地貌发育，（马兰）黄土特征观察与实验，地文期的考察活

动等 
初高中各年级 

8 
江水河村-灵山

山顶 
地形对气候、植被的影响，水土流失及其治理考察等 初高中各年级 

以上这些路线的设计，内容涉及地图、自然、人文等不同方面地理内容，并紧扣地理课程标准

的内容要求与课程目标，注重学生野外考察，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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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整合上，重点考虑交通便利与安全因素，在一条线路中尽可能涉及较多的课程内容，以便最

大限度地提高活动效率。 

三、加强师资力量培训，做好实践活动教学 

教师是组织、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就要提高

地理教师的实践能力。 

自本成果形成以来，作为校外课程资源，先后组织了门头沟区地理教师，灵溪中小学生态教育

基地教师，密云、顺义、平谷、延庆、怀柔地理教师和全市中学地理教研员、骨干教师，以及“国

培计划”中来自全国的中学地理骨干教师进行了相关内容的野外考察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以灵

溪中小学生态教育基地为平台，组织我区学生开展了相关内容的地理综合实践活动。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觉得教师应依据校外地理课程资源的类型及相应内容，在教学中采取

不同的教学模式，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通过多年来教学实验，我们将利用校外地理课程资源

开展实践教学总结为以下五种模式。 

（一）“室内教学”模式 

校外课程资源就在学生身边，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知到这些资源，在进行相关内容教学时，

受某些条件的限制，学生不便走出课堂，教师可采取室内教学的模式利用校外课程资源。 

如斋堂中学教师在讲述“斋堂地区的河流”时，学生很难通过一次考察全面获得清水河的水文

特征，加之该河流与其它支流的分水岭受地形、植被等因素影响，不宜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但

清水河就在学校附近，学生对该地的地名十分清楚，结合学生多年的感知，教师利用本地较大比例

尺地形图，采取“室内教学”的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室内教学——野外实践”模式 

有些校外课程资源在课程实施中，不能完全在室内进行，必须辅以学生的实践活动，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 

例如，山区泥石流遗迹课程资源的运用，就是教师先在课堂中讲述有关泥石流的概念、形成原

因及主要灾害表现，再引领学生进行实地考察的模式进行。由于有了相关知识的铺垫，学生对泥石

流的发生条件、流通区、堆积区、主要灾害损失等考察的目的更为明确，更易实现课程目标。再如，

认识黄土特征并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探究水土流失的治理；结合地形图了解地形特征等均须学生学习

相关知识后，再进行野外实践活动。 

（三）“野外实践——室内教学”模式 

也有些课程资源，根据其相应内容，可采取“野外实践——室内课堂”的模式进行。即：先组

织学生进行野外实践，再通过室内加工、进行课堂交流。如，对某名优果品的调查，就需要学生先

期对名优果品的名称、品质、生产规模、管理状况、市场价格及销路情况、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

后通过课堂教学在教师指导下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与交流。 

（四）“室内教学——野外实践——室内教学”模式 

还有些校外课程资源，在进行课程实施时，不仅需要在室内课堂中作必要的知识铺垫，同时通

过野外实践活动后还须回到室内，进行加工以至课堂交流。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室内教学——

野外实践——室内教学”模式。如，物候观测活动设计、自然村落的迁移情况调查等，均需要学生

在室内课堂上了解活动的目的意义、观测方法或调查方法及相关的知识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观测

或调查等实践活动，然后再回到课堂，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资料的整理与文章的撰写以及班内交流

活动。 

（五）“野外实践——室内教学——野外实践”模式 

除前面提到的几种教学模式外，还有一种“野外实践——室内教学——野外实践”模式。如，

“充当小导游”的活动设计，可以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任选一处旅游景点，围绕该景点搜集材料

（野外实践）；再依据搜集的景点材料，编写一份有关该景点的导游词，教师进行指导（室内教学）；

最后在适当时机为旅游者进行一次义务导游活动（野外实践）。本活动设计就属于这种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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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开发及应用效果 

2003 年 3 月，成果一部分内容，编入《雁翅中学学生实践活动教材》，成为雁翅中学校本教材

的重要内容。 

2004 年 6 月，成果一部分内容，编入《斋堂地区学科实践活动教材》，成为斋堂中学校本教材

的重要内容，并获门头沟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3—2004 学年度，《灵溪科技园综合实践活动设计方案》，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北京市教育学会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究会优秀案例评选一等奖。 

2004 年，“学生实践活动展览”，在全国地理教学研究会 2004 年学生地理学习评价研讨会上，

获活动评比一等奖。 

2005 年 6 月，论文《山区学校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实验初探》，获北京市综合实践活

动论文一等奖。 

2005年 10月，论文《山区学校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模式初探》，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

程教材实验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7 年，论文《山区学校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实验初探》，获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网

建设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0年 10月，成果一部分内容，编入《游京郊学地理》（门头沟篇）（2010.10.北京.首都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论文《山区学校校外地理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实验初探》，发表在《北京教研》

第 2 期。 

2011 年 10 月，成果一部分内容，出版了《妙峰山山水的由来》（2011.10.四川.四川美术出

版社）。 

2012年 4月，成果一部分内容，编入《游乡村学地理》（门头沟篇）（2012.8.北京.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实践证明，通过多年校外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以及组织地理教师与学生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

不仅使师生地理实践能力有很大提高，提高了学生学习地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有利于地理课程目标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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