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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1、文献法：对国内外有关空间能力和地理空间能力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概况地理空间想象力

内涵、分类和要素，把握有关本课题研究的现状。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接下来的教学提

供指导。 
   2、问卷调查法：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收集、调查和分析高中学生地理空间想象力要素即空间位置、

空间分布、空间格局、空间联系、空间变化和空间预测的水平状况。 

3、案例分析法：根据地理空间想象力的要素，选取自然地理（地表形态的塑造），人文地理（农业地

域的形成和发展）和区域地理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进行教学设计来开展案例研究。 

4、SOLO 分类评价理论分 5 个层次即前结构层次、单点结构层次、多点结构层次、关联结构层次和抽

象拓展结构层次对学生的地理空间想象力进行思维结构分析。 

二、结论与对策 
1、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是可以培养的，通过图像教学法依据一定的识图、析图和画图

策略进行地理课堂教学培养。 

空间想象力的培养是一个在教学中需要长期训练、逐步养成的过程.因此,图像参与下的

课堂教学能采用有效的途径帮助学生建立地理空间观念，是发展学生空间想象能力的关键环

节。 

2、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的培养需要有体系的理论系统做支撑。 

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理论的不成熟给实践研究带来很大的困扰，也阻碍了高中生地理

空间想象力的水平的提高，需要对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的理论做进一步研究。 

三、成果与影响 
（一）、通过列表直观方式呈现地理空间想象力分类。 

通过阅读地理空间想象力的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地理空间想象力内涵、分类和构成要素的研究，有众多

的说法，只发现徐志梅在其博士论文《中学生地理空间能力及其培养研究》中，对地理空间想象力的分类

比较系统，但表达方式不够直观，本文以列表的方式整理如下，以便一线教师更好的理解地理空间想象力

的分类理论，以便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有更明确的理论支撑。 

 划 分

依据 

分

类 

解释 分类 解释 

替代性 对现实中存在，但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地理事物和特征

现象的想象。 

复原性 是指对曾经存在，后来又消失的地理空间事象的想象

再

造

性 

具体地理空间事

物和现象的想象，所

形成的形象与之有

直接的关系。 预测性 指根据现有条件，对现有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结果的

想象。 

1 地 理

空 间

想 象

的 独

立 性

和 新

颖 性

创

造

不受具体的地理

空间事物和现象的

假想性 是指对现实中可能存在，但还不确定的地理 

事物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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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性 制约，与原有的地理

事物和现象没有直

接的关系，具有较强

的独立性、新颖性和

发散性。 

创意性 现实中从来没有的地理空间事物的想象 

具体   静

态 

对相对静止不变的

地理空间事物的想

象 抽象  

单一旋转演变状态 三 维 旋

转 复合旋转状态 

三 维 非

旋转 

 

2 地 理

空 间

事 物

存 在

状态 
动

态 

 

对变化中地理空间

事物和现象的想象 

表 象 的

混合 

 

（二）、结合新课标的要求，给出地理空间想象力的含义 

从地理实践力，围绕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与人地协调的思来解释地理空间想象力，即对地图等图表中地

理要素进行分解、组合与变形的能力。阅读相关文献后关于地理空间想象力的构成要素，都提到了地理空

间位置、空间分布、空间格局、空间联系、空间变化、空间预测 

（三）、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培养的教学实验案例（遵循什么原则，与以往的教学设计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地理的教学过程离不开对各种图表的阅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图，按照怎样的顺序开展对图表的

利用，往往是一线地理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重点关注的内容。大多数的地理教师是围绕地理知识在教

材中呈现的先后顺序而再开图像，进行地理教学。本研究打破教材中的知识呈现顺序，教学设计和学案设

计凸显两个原则（本研究教学设计主要指章节教学设计）。 
1、 核心图像呈现核心地理事物，并且多角度呈现 

地理图像能更明确直观地表达地理分布规律，还能从图像中获得大量的地理信息，一节 45 分钟的课的

教学内容有众多地理概念、地理现象，利用地理图像理解知识、求解问题。所选取的图像围绕一个核心地

理事物展开，如在地表形态的塑造的教学内容中，有岩浆、岩浆岩、变质作用等，但是这些地理事物都是

围绕地质作用再开的，锁定了地质作用这个核心概念，在选取教学所用的图像时，核心图像要体现教材中

的各地质作用的空间位置，空间格局、空间联系，因此，核心图像中所表达的地理空间尺度要涉及四大圈

层。从图中可以直观的观察到地质作用的呈现过程，既有具体的地理事物，还有抽象的地理事物，因此，

选取的图像，既要有宏观抽象的剖面示意图，具体的景观图，还要有地质作用的空间变化图。通过实验研

究表明，关于地质作用的地理空间想象力的逻辑推理能力实验班高于对照班（如下表），有助于高中生地理

空间想象力高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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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OLO 分类评价法对实施教学设计后的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 

实验班：2％的学生完全回答不出问题、完全混乱或简单重复资料中的信息，且与回答问

题无关如岩石；25％的学生，能回答出一种地质作用，如岩浆活动；65％的学生能回答几种

地质作用，但仅仅局限在内力作用或外力作用；6％的学生既能回答出内力作用还能回答出

外力作用，但没有分类；2％的学生能很清楚的分类回答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的表现。 

对照班：6％的学生完全回答不出问题、完全混乱或简单重复资料中的信息，且与回答问

题无关如岩石；35％的学生，能回答出一种地质作用，如岩浆喷发；49％的学生能回答几种

地质作用，但仅仅局限在内力作用或外力作用；7％的学生既能回答出内力作用还能回答出

外力作用，但没有分类；3％的学生能很清楚的分类回答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的表现，如外

力作用有搬运、堆积，内力作用有变质作用、岩浆活动、地壳运动。 

  对比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据，实验班中关于自然地理的空间想象力的思维结构，实验班要

优于对照班，关于地质作用能建立起多层关联的学生的比例和能说出主要地质作用的比例，

实验班偏多。 
2、图像呈现顺序遵循地理事物的发展过程 
任何地理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区域，人类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对于远离学生生活的人文地

理的学习，地理空间想象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农业地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学习，农业地域是个抽象的

概念，因此要先从具体的事例入手——美国商品谷物农业，这样就离不开空间位置，以及在这个空间位置

内的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空间联系，人类利用这些地理要素，从事农业的方式和范围发生了哪些空间的变

化，与周围的环境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从中总结出人类的农业活动遵循先紧紧依靠所生存空间位

置，而后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虽然生活的空间位置没有改变，但是影响的区域扩大了。进而在

相似的空间位置中，出现很多相似的农业活动，进而形成全球的农业地域的空间格局。通过实验可以得出，

农业地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学习结果，对于农业地域的空间位置的掌握实验班高于对照班 9%，对于农业生产

时，各地理要素的空间联系能力，对于农业地域的空间位置的掌握实验班高出对照班一倍。综合看，对于

农业地域的形成和发展，地理空间想象力实验班高于对照班，学生的区域认知能力得到了提高。如下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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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OLO 分类评价法对实施教学设计后的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 

实验班：4％的学生未涉及具体的区位条件，如花卉品种多；26％的学生，能回答出一点

区位条件，如水源充足；62％的学生能回答多个区位条件，如交通便利，但仅仅局限在自然

区位条件或社会经济条件；6％的学生既能回答出自然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但没有分

类，如水源充足、气温适宜和水源充足；2％的学生能很清楚的分类回答自然区位条件和社

会经济条件。 

对照班：3％的学生的答案与问题无关；17％的学生，能回答出一种区位条件；60％的学

生能回答几个区位条件；12％的学生既能回答出自然区位条件还能回答出社会经济条件，但

没有分类；8％的学生能很清楚的分类回答自然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对比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据，实验班中关于人文地理的空间想象力的思维结构，实验班

要优于对照班，关于人文地理的空间想象力的思维结构，实验班在关联结构层次的比例要比

对照班多，抽象拓展结构层次的比例实验班比对照班要多。  
（四）、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培养的策略研究 

1、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培养的识图策略 

（1）、细心观察是形成学生牢固空间观念的基础 

通过从对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的细心观察，找出地理位置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关系，认识认识人类活

动要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开展；理解区域内地理事物的空间格局，对区域中人口、资源、

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空间联系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形成自己的区域认知方式。在此过程中始

终运用了地理实践力。例如课堂导入的设计“观察地质剖面图，思考此图的空间视角是？据

图说出，外力作用表现主要形式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得学生关于地理空间联系的想象

力得到了提高。如下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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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OLO 分类评价法对实施教学设计后的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 

实验班和对照班都没有学生未涉及具体知识；关于地理空间联系的单点结构实验班比对

照班低 22％，关于地理空间联系空间想象的多点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低 22％，关于地理空

间联系的关联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高 22％，关于地理空间联系空间想象的抽象拓展结构实

验班比对照班高 22％。 

实验班和对照班都没有学生未涉及具体知识；关于地理空间位置空间想象的单点结构实

验班比对照班低 13％，关于地理空间位置空间想象的多点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低 3％，关于

地理空间位置空间想象的关联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高 3％，关于地理空间位置空间想象的抽

象拓展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高 7％。 

 

 （2）、耐心习作是学生空间观念形成的有效防范 

  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仅仅靠单一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综合思维方式，多次习

练才能形成稳定的观念。在课题研究中，借助于立体模型或动手绘画的方法，让学生在习作

中体会生活中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空间分布,在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地理事物的空间联系，

逐渐积累自己的三维地理空间认知，进而对地理事物的空间变化合理想象，对地理事物的空

间变化进行合理空间预测。学生自己充分动手、动脑、动嘴来展示自己的作品。说出自己的

感悟与体会。使学生的空间观念得到培养。如“在学案每幅图画上描出河谷形态。 经过训

练，大部分学生在综合思维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部分学生能在给定复杂地理事象中，

从空间位置、空间格局、空间联系、空间变化、空间预测等综合思维活动认识区域，能够为

区域如何人地协调发展提出相关论据。 

2、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培养的析图策略 

（1）、通过分析和综合旧表象诞生理解想象 

     学生自己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个区域，区域认知能力提高先通过地理空间想象力中熟悉

空间位置和空间分布、觉察空间格局，逐渐形成对区域 基础的认知；再通过对现实生活中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简要分析，认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方

式和强度；进而理解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在满足人类需求的程度是有局限的，能客观的认识

科技的发展在人类改造地理环境的过程中既能起到积极作用，也会起到负面作用。能合理的

推测区域发展、变化，进而使得学生自己不断完善的区域认知能力，学生的地理空间想象力

不断提高。 

（2）、通过合理想象培养学生地理空间思维 

本研究发现，学生不仅可以再现自己感知过的事物形象，而且还能由此创造出新的形象。

在某种刺激的影响下，旧表象会重新加以组合，形成新事物的形象。如在课堂教学中，先引

导学生回忆再现所学河流景观的表象，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再造出河流地貌的发育过程。

在丽江的聚落遥感影像图中，看到的河谷的形态，就是对旧知识河流地貌形成过程的在现，

同时合理推测出长江对丽江市聚落的形成的影响，完成河流地貌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地理空间

想象。如下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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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 分类评价法对实施教学设计后的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 

对照班有 7%学生未涉及具体知识；关于地理空间变化的单点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低 21

％， 间变化空

间想

根据

关于地理空间变化空间想象的多点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低 25％，关于地理空

象的关联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高 25％，关于地理空间变化空间想象的抽象拓展结构实

验班比对照班高 24％。 

             

 

 

            

                             

根据 SOLO 分类评价法对实施教学设计后的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 

验班没有学生未涉及具 涉及具体知识；关于地理空间预

的单 验班比对

照班

实 体知识，对照班有 3%学生未

点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低 22％，关于地理空间预测的空间想象的多点结构实

低 18％，关于地理空间格局空间想象的关联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高 32％，关于地理空

间位置空间想象的抽象拓展结构实验班比对照班高 21％。 

 

3、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培养的画图策略 

通过前面的细心识图、析图，将地理事物抽象 成“点”“面”“线”（地图中的点、面、线）

的形 地图中抽象的点、线、面对头脑中的地理表象进

行改

象,使学生逐步脱离图形或模型，依靠

造, 后画出新的三维立体地图,如本节课的空间事物变化线索是地壳物质循环——地

表径流——河流地貌——聚落群——单个聚落，就会学生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这就是

初步的空间想象能力中空间联系的形成，因此.空间观念是空间想象能力的基础，空间想象

力是空间观念发展的结果。 
七、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培养的策略实施效果监控分析研究 
（一）、实验数据说明 

由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人数不等，而且还要发生变化，所以试验数据采用百分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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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人数占实验班总人数的比例） 析（即如下图中的 67%，就是实验班中多点结构层次的

（二）、地理空间想象力的不同构成要素的思维结构有明显的异同： 

地理想象力空

间要素 

空间位置 空间分布 空间格局 空间联系 空间变化 空间预测 

实验对象 实 验

班 

对 照

班 

实验

班 

对照

班 

实验

班 

对照

班 

实验

班 

对照

班 

实 验

班 

对照

班 

实 验

班 

对照

班 

前结构层次 0% 0% 0% 0% 0% 0% 0% 0% 0% 7% 0% 10%

单点结构层

次 

15% 28% 13% 31% 10% 31% 13% 35% 10% 31% 6%% 28%

多点结构层

次 

41% 44% 31% 47% 28% 50% 31% 53% 28% 53% 25% 53%

关联结构层

次 

25% 16% 31% 13% 34% 10% 28% 6% 31% 6% 38% 6% 

S

O

L

O

分

类

评

价 抽象拓展结

构层次 

19 12% 25% 9% 28% 9% 28% 6% 31% 3% 31% 3% 

1、 空间位置、空间分布和空间格局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地理空间想象力思

维结构差异较小。看见仅仅针对地理空间想象力要素的培养，仅仅通过对图像的训练远

远不够，还要依靠传统的讲授和习题训练，已经基本地理概念的理解。 

2、空间联系、空间变化和空间预测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地理空间想象力思

维结构差异较大。这三项地理空间想象力的要素，要比前三个要素难以掌握，但是实验班的

效果比对照班要好很多，所以，图像教学在对难度较大的地理空间想象力的要素的培养，指

导性较强，效果明显。 

。 

四、改进与完善 
一是由于缺乏课题研究的学习与经验，对于一些概念没有搞清楚，比如“课题核心概念的界定”就没

有很清晰地理解是对什么进行界定，怎么界定。 

二是对于过程中的一些数据材料没有及时整理归纳， 终材料显得不系统，平时要及时将资料归类整

理。 

三是对问卷调查的内容选择上不够细致，没有明显的针对性，系统性也不够强，需要加强研究者本人

的心理学知识的学习。 

由于本人经验及能力各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因此得出的研究成效局限于以上内容。这次课题结束后，

课堂

、成果细目 
1、论文发表  清华大学《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电子版）》2017 年第四期 

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想象力——以“河流地貌的形成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

然地理测试题——地表形态的塑造 
展 

和发展 

依然在继续，探讨依然在前进。 

 
 
五

响”  
2、自然地理教学设计课例——地表形态的塑造教案 
3、自
4、人文地理教学设计和学案——农业地域的形成和发
5、人文地理 测试题——农业地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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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域地理教学设计课例 
7、高中生地理空间想象力水平测试题 

响学案 

 

8、河流地貌的形成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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