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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标倡导尝试地理问题式教学，但目前在教学中部分教师对地理问题式教学认识模糊，在教学设计和实
施中存在困惑。地理问题式教学的价值诉求体现在对学科知识、学科价值、学科方法和师生关系的认识四个方面。基于

Ｇｉｃｋ等人构建的解决问题模型，从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的一般操作程序出发，结合实例对创设地理情境、设计地理问题、
推动课堂问题解决、展示总结评价环节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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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 １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地理
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构建
了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纲的新课程改革标准。

在实施建议中，倡导尝试地理问题式教学，认为

包括地理问题式教学在内的教学与评价方式在

“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解决地理教学中的重

要问题、提高地理教学育人效果方面具有导向

作用”，是“未来一段时期需要更多重视和探索

的方面”［１］。但目前在教学中存在部分教师对

“问题教学”相关概念理解和使用不明的情况，

如对问题式教学、问题解决、基于问题的教学、

ＰＢＬ教学、问题本位教学等多种概念认识模糊；
对进行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

和各环节实践存在困惑。清晰理解问题式教学

的本质内涵是进行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和实践

的前提保证。

１　地理问题式教学的内涵
地理问题式教学属于“问题教学”的一种，美

国心理学家 Ｎｅｗｅｌｌ＆Ｓｉｍｏｎ认为问题是一种情
境，即个体不能直接到达目标所处的情境［２］。Ｊｏ
ｎａｓｓｅｎ也认为问题是一个包含浓重情感内涵的认

知困难情境［３］。Ｍａｙｅｒ认为，任何一个问题都包
括三个必备要素：一是已知条件（ｇｉｖｅｎｓ），即问题
的起始状态；二是目标（ｇｏａｌｓ），即问题要求的答
案或目标状态；三是障碍（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即那些阻碍
目标实现的因素。因此，解决问题的实质就是在

已知条件和目标情况下，进行障碍的跨越［４］。Ｊｏ
ｎａｓｓｅｎ根据问题结构特点，将问题分为结构良好
问题（ｗ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和结构不良问题
（ｉ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５］。

“地理问题”是地理学科属性下的概念，是指

在地理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学生在现有能力基础

上不能直接解决、需要教师引导或学生间相互合

作才能解决的情境。这种情境：第一，来源于地理

学科，具有地理学科属性；第二，来源于教学实际，

具有真实性、复杂性；第三，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

律并指向学生发展，具有教育性；第四，是推动问

题课堂进行的载体，具有可探究性。

综上，本文所指的地理问题是指立足于学生

终身发展、符合国家人才培养需要、具备地理学科

本质特征、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思维特征的

特定地理情境。这种地理情境具有地理学科属

性、教育性、真实性、复杂性、可探究性的特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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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工具，它能落实国家教育要求；作为课程资

源，它能促使学生习得基本知识和技能；作为认知

载体，它有助于地理思维和地理素养的培育。

“问题式教学”，即立足于问题，依托问题的

特征属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的一种

教学。新课标将问题式教学定义为用“问题”整

合相关学习内容的教学方式。它以“问题发现”

和“问题解决”为要旨，在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

中，引导学生知识、能力、思维和素养的提高［６］。

从问题的概念属性出发，问题式教学既可以

理解为“问题教学”的方式一种，也可理解为用问

题整合教学内容的研究性课程，同时也可上升为

一种问题教学理念。郝文武也提出相似的观点，

认为问题式教学是以增强问题意识和相关问题能

力为目的的教学模式或类型，或者也是具有以增

强问题意识和相关问题能力为价值追求和具有本

质联系的教育目的、过程和方式构成的研究性教

学［７］。新课标也认为“问题式”是一个较上位的

概念，凡是基于真实的、开放的、无现成答案问题

的教学都可视为问题式教学，单元式、项目式、主

题式等都可用于问题式教学［６］。

综上，本文所指的地理问题式教学，是在符合

一般问题式教学的教学程序基础上强调地理学科

思想的问题式教学形式一种，它既具有一般问题

式教学的共性，也具有地理学科特性。因此，地理

问题式教学可以理解为以“地理问题”整合相关

学习内容的教学。它将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相结

合，既是教学手段，也是课程本身，传达出核心素

养下新的教学理念。作为教学方法，它以地理问

题为线索，以创设地理问题情境为开端，围绕地理

问题的解决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发展。

问题与地理问题、问题式教学与地理问题式

教学、其他“问题”教学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如图１
所示。

２　地理问题式教学的价值诉求
价值诉求是价值观念的外化，是不同教育理念

下价值取向的反映。地理问题式教学受建构主义、

后现代课程与教学观的影响，是在国家素养立意取

向下的现实反映，表现出与传统教学不同的价值取

向。其所反映的价值诉求体现在对学科知识、学科

价值、学科方法和师生关系的认识四个方面。

图１　“问题教学”概念间的相互关系

２．１　对地理学科知识认识的转变
一般认为，学科知识是学科专家依照教育目

标和学生认知规律，精选学科核心的概念、原理、

公式和规律，以一定规律组织和编排，系统设计供

教学使用的客观载体。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资料就成为教学认识客体和学校课程本

质，具有客观性和唯一性。课堂教学最直接的表

现就是将知识通过“是什么”的陈述性命题设问，

借助教师之口，将知识从书本传递到学生，并且保

证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规范性。“问题”是传输

知识的通道，知识传递完成了，问题也就失去了意

义。“问题”独立于情境，不和真实生活发生任何

交互作用，仅仅变成机械训练的另一种方式。

地理问题式教学力求转变对学科知识的认

识，否认知识的客观性和唯一性，认为地理知识的

存在必须依托地理问题，地理知识孕育在地理问

题情境之中，与学生情感认知建立起联系的情境

才能转化为问题，而学生在问题解决中所自发产

生纠结、躁动的情绪才能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内在

动力。那么，学科知识就不再是不可亵渎的真理，

而是学生解决疑难情境中依靠的已知的、确定的、

既成的、有把握的材料；获取的知识结构不再完整

而规范，而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客观真理”成

为学生可怀疑、可批判的对象［８］。

２．２　对地理学科价值认知的重构
地理学科价值回答了“基础教育阶段为什么

要学习地理”“高考为什么要考地理”等问题。从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角度来看，除了基本的地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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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外，拥有地理思想，形成地理思维，理解地理价

值，并能用所学的地理知识解决生活问题，更是地

理学科价值的重要体现。

问题式教学的课程属性，让真实问题纳入学

科内容之中，将学科知识扩展到现实领域，让学科

价值不仅是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而且是创造知

识的载体；学生学习知识也不再是单纯知识传递，

而是书本与社会、理论与经验、知识与情境的动态

融合，教师和学生在知识的理解和创造过程中认

识到地理学科的价值。

２．３　对地理教学方法的转型诉求
不论是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还是奥苏泊

尔倡导的有意义接受学习，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

前提假设都是：必须先让学生知道概念原理是什

么，然后才能用它们来解决问题。实质上，两者的

唯一区别在于教学设计者所认为的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程度上。目前，两种教学方式都是课堂

教学的主流，同时，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也掺入其

中，但处在从属地位。地理问题式教学在教学方

法上的一个突破在于，将假设前提调整为：在问题

解决过程中，发现和使用地理概念原理来解决地

理问题。这和传统教学认为先掌握知识才能解决

问题是相反的。而且，问题式教学不是问题解决，

它并不以最终能解决问题为目的，即使问题解决

失败，但能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习得素养仍然表明

学习目的的达成。

２．４　对师生关系的重新定义
随着师生关系的不断改变，目前很多教师倡

导“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师生关系。但在

实际课堂上，由于师生的地位和知识水平的差异，

课堂的推进仍然是按照教师的思路来。问题式教

学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师生关系：当教师和学生

共同处在某一问题情境中时，教师只是问题情境

的提供者，只能保证大的方向不偏移；课堂的推进

由情境中的问题串联起来，问题是学生主动发现

和提出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

教师意想不到的问题，在“失控”的问题探究过程

中，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大大提高了，这在一

定程度上构成了师生关系的主体间性，形成了主

体（教师）———客体（教学内容）———主体（学生）

的实践关系，扩大了教学民主。

３　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的一般操作程序
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的操作程序建立在心理

学家研究人类解决问题心理过程的基础之上，现

代认知心理学派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人类解决问

题的过程。不同认知心理学家建构了不同的解决

问题的过程模型，如 Ａｕｓｕｂｅｌ＆Ｒｏｂｏｎｓｏｎ模式，
Ｃｌａｓｓ模式，Ｍ．Ｌ．Ｇｉｃｋ模式，Ｄｅｒｒｙ模式，Ｄｅｒｒｙ＆
Ｍｕｐｈｙ模式，Ｇａｌｌｉｎｉ模式等［９－１０］。本文以Ｇｉｃｋ等
人建构的模式为例，展示认知心理学家建构的解

决问题过程模式。具体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Ｇｉｃｋ等人解决问题过程模式

　　Ｇｉｃｋ等人认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包
括四个阶段：理解和表征问题；寻求答案（选择或

设计解决方案）；尝试解答（实施计划）；评价结

果。该模式把问题解决划分为诸成分，解决者从

记忆中激活旧有的信息，或尝试寻找新的信息；问

题解决过程是非线性的，解决者可以依据个人实

际，跳过一些步骤解决问题（如专家解决问题和

顿悟式解决问题），如果失败，解决者可以退后重

新定义问题，另找方法寻求答案（如新手解决问

题和一般解决问题）。

以认知心理学解决问题过程为基础，结合学

生基本认知规律，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则包括创

设相关问题情境、分析情境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尝

试解答、总结反思评价四个核心环节，其中，提出

问题和探究解答两环节是教学设计的关键。目

前，不同学者虽建构了不同的教学设计流程，但核

心环节都包括以上四个。图 ３是 ２０１７版地理课
标建构的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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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的一般操作程序

　　该教学设计流程包括创设问题情境、提出与
分析地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展示评价四个阶

段，其中，教学设计中的子问题的循环探究，也体

现了问题解决过程的非线性特征。地理问题式教

学设计以问题为线索，以创设问题情境为开端，通

过问题解决过程来推动课堂教学的进程，在问题

解决过程中促进学生地理知识、能力、思维和素养

的提高。

３．１　创设问题情境
创设合适的问题情境是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

的基础。地理问题情境的创设受以下几个方面的

影响：（１）地理问题属性的客观要求。这要求能
作为问题式教学的问题应该具备地理学科性、教

育性、真实性、复杂性和可探究性的特征。（２）课
堂教学的限制要求。这要求问题情境的创设要和

教学内容及课标相关联，考虑课时安排和场地、器

材限制。（３）学生方面的要求。这要求问题情境
要考虑学生认知水平和知识基础，学习动机、学习

习惯和方法，日常教学课堂参与度等。（４）教师
方面要求。教师对学习内容和课标的理解、素材

搜集和整理、课堂的把控能力都会影响问题情境

的创设和选择。

案例：世界海洋表层洋流分布规律探究———

北极垃圾从哪来？

创设情境：科学家发现，北极正变成漂浮垃圾

场，在挪威和俄罗斯北部发现了世界上海洋塑料

垃圾最密集的一个区域。据调查这些垃圾有的来

自英国西部海区，有的来自美国东海岸，但最终都

像进入“死胡同”，聚集在了北极地区。那么问题

来了，这些塑料垃圾是怎么漂洋过海来到遥远的

北极地区的呢？有的同学说是随风吹过去的，也

有的同学说是随海水飘过去的。到底是怎么过去

的呢？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探个究竟［１１］。

这个案例以真实的新闻为背景材料，具备真

实性和科学性，且和本节课地理主题联系紧密，学

生不会感到陌生，具备很好的探究空间。简单的

问题情境创设之后，老师紧扣这个问题情境，在之

后的课堂通过“认识独特的海水运动方式———洋

流”“实验探究洋流运动成因”和“推测马航 ３７０
可能失事地点”三个环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进行了洋流概念、分类、分布规律及影响的学习。

３．２　提出并分析问题
提出并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是地理问题

式教学设计的关键。问题的呈现建立在已创设的

情境之中，问题存在依托情境，而不是将情境仅仅

作为课堂导入。问题的难度应处在学生的最近发

展区，“踮踮脚，跳一跳，够得着”。在地理问题式

教学设计中，问题的提出可以归纳为以下模式。

３．２．１　推进式问题的提出
创设一个包含大问题（核心问题）的情境，再

将核心问题细化为几个相互联系的子问题，各个

子问题呈现递进式的关系。问题层层深入，需逐

个突破。具体如图４所示。

图４　推进式问题的提出

案例：热力环流原理探究———孔明灯是如何

升空的？

创设情境：元宵节当晚，小明和父母在指定区

域放起了孔明灯。灯内烛光闪闪，孔明灯慢慢展

开，尔后徐徐升起，飘向高空。这时，爸爸问小明，

今天没有风，为什么孔明灯会升空呢？这可难住

了小明，你能帮助他吗？

从情境中提出核心问题：孔明灯是如何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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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围绕核心问题，再将核心问题细化为多个相

互联系的子问题：（１）为什么孔明灯会升空？（２）
能否通过模拟实验探究升空过程？（３）能否用文
字或示意图阐释升空基本原理？（４）能否用升空
的基本原理解释生活中相关现象？（５）能否依据
原理合理制定“放飞孔明灯操作手册”？（６）其
他……

对于细化的子问题，在操作中，也可以依据实

际再将子问题细化，如对问题（２），可带领学生假
设系列小问题：如何进行模拟实验？需要哪些器

材准备？是不是蜡烛热量“带动”孔明灯升空？

如何模拟出热量差异？如何将看不见的空气外显

出来？如何控制变量，保证实验不受其他因素影

响……

３．２．２　并列式问题的提出
创设一个包含大问题（核心问题）的情境，再

将核心问题细化为几个处在同一主题且相互并列

的子问题。子问题的联系程度较低，不是下一个

子问题解决的必备条件。具体如图５所示。

图５　并列式问题的提出

案例１：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活动路线
我解决

创设情境：广东实验中学新成立了一个旅游

团，几位“驴友”想在老师带领下元旦到学校附近

某山区去亲自体验一下，但活动路线需要自己设

计。他们找来了该山区的等高线地形图（图略），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确定活动路线：前一天晚上进

山，在山下选择合适的地点露营；第二天早晨，寻

找合适地点观日出；稍作休整，中午沿着一条比较

平缓的山路下山。

带领学生从情境中发现和提出问题：（１）“驴
友们”的露营地应定在哪里？（２）“驴友们”的观
看日出地选在哪里了？（３）“驴友们”该选择哪条
山路下山？（４）“驴友们”应该带上什么装备？需
要注意些什么？

案例２：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北大西
洋的探秘之旅

创设情境：北大西洋是指赤道以北、北冰洋以

南的大西洋海域，它占整个大西洋海域的６０％。北
大西洋及其周边区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如它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在区域，是目前世界经济最

发达的国家集中区；古老的爱琴海文明所在地就在

海域附近；神秘的百慕大三角未解之谜也存在于这

片海域。单从地理而言，世界最大的暖流存在于

此；世界最大的渔场分布在此；此地的温带海洋性

气候最为突出；等等……今天，我们就从洋流角度

出发，一起来进行北大西洋的探秘之旅。

探究１：２０世纪海域发生的最大海难———“泰
坦尼克号沉没”事件；探究２：纽芬兰岛附近的纽芬
兰渔场兴衰；探究３：北大西洋两岸不同的气候和
景观；探究４：北极圈内存在的不冻港———摩尔曼
斯克港；探究５：其他……

总之，不论哪种模式，地理问题式教学在问题

提出的设计上，一是注重问题的完整性，各个问题

都是在同一“问题链”的引导下进行，“问题链”牵

引出学生完整的“知识逻辑链”；二是注重问题的

真实性，真实性的问题给学生提供了探索的空间，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三是注重知识的生成性，

课堂是靠问题解决过程来推进的，教师只是预设

了问题解决的大方向，实际学习进程的把握仍在

学生，知识的学习以学生思维发展为线索。

３．３　寻找解决方案
寻找解决方案应继承地理课堂一贯倡导的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理念。个人独立思

考与组间合作探究相结合，保证教师引导不过度，

合作探究有意义，让所有学生参与探究的全过程，

而不是少数人的表演或每个小组仅负责解决问题

的某个方面，在合作探究中留给学生个人独立思

考的空间，鼓励在试误中总结经验，多给学生一些

地理实践的机会。

案例：热力环流原理实验探究

由于课时、场地限制和课堂实验观察效果不明

显，在热力环流原理探究学习中，笔者并没有在课

堂上让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而是自己提前录好

实验视频，让学生观看实验，结合问题思考探究。

为保证探究方便，笔者将学生分为５～６人一
组。引导学生参考教材 Ｐ２９的活动探究，并观察
播放的实验视频，在实验过程中带着问题思考下

列问题：

（１）个人任务１：观察实验中烟雾的运动方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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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注意垂直和水平方向），自己在草稿纸上

画出实验中的烟雾运动方向简图（提示：注意标

注冷源、热源和箭头方向）。

（２）个人任务２：结合经验知识，大胆推测这
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３）小组任务 １：结合教材，小组讨论，用精
确、简洁的语言解释实验现象的原因。对于解释

不清、存在疑虑的实验现象其他小组可以补充和

质疑。

（４）教师点评归纳，进行系统总结归纳，指明
误区。

（５）小组任务２：寻找生活中类似的现象。教
师随机选出学生通过黑板画图解释该现象成因，

允许其他学生补充、质疑。

寻找解决方案的途径多种多样，问题式教学

设计强调知识的动态性和生成性，强调学生的主

体地位。本案例教师考虑教学实际，并没有一味

地强调“动手实践”，但仍然体现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探究学习的理念：带着问题观察实验，学习

更有目的性；在实验观察后，马上让学生画出热力

环流简图，可在感性基础上进行初步的理性概括；

相互讨论展示，自己尝试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回答生活中的

问题，真正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４　展示总结评价
展示总结评价是地理问题式教学设计的必要

环节。较之于一般讲授法教学设计，问题式教学

设计更倾向以学生和课堂为中心，对知识本身完

整性不太重视，因此学生获取知识的系统性和逻

辑性较差。地理学科既有很强的逻辑性，又需要

大量识记的陈述性知识；同时问题解决过程中学

生探究动机强度不一，承担分工各有差异，导致大

多数学生获取的知识很零散，这将影响学生基础

知识的学习。在课程结束阶段，教师一定要进行

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知识总结和逻辑梳理，可以是思

维导图的方式，也可以是口语报告的方式。如果时

间较为充裕，教师应在每一环节都进行总结评价，

对于基础知识，一定要给予清晰的呈现和概括，在

所有学生达到基本知识目标后才能保证能力、素养

的提高。对于教学评价，不仅要针对作业、作品质

量和学生最终的学习效果进行总结性评价，更要针

对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表现的态度品质、学习过

程中知识应用和技能掌握情况进行过程性评价。

教师可制定配套的问题式教学评价量表（见表１）
或日常教学一般量表，在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帮助

学生明确知识目标，改进学习策略。

表１　地理问题式教学评价量表

评价方式 评价维度 评价内容
自我

评分

小组

评分

教师

评分

过程性评价
态度品质 学习态度积极，问题意识强烈，课堂专注度持久，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处理得当

探究过程 研究问题明确，研究方法科学，探究过程完整，分工协作合理，探究氛围和谐

总结性评价
作业作品 作业正确率，分析完整性，作品设计完整性、科学性、独特性

学习效果 掌握所学基本知识，具备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形成对应地理素养

综合评定：　　　　　

本次课：

我学了哪些地理知识？　　　　　　　　　　　　　　　　　　　　　　　　　　　　　　　　　

我培养了哪些地理能力？　　　　　　　　　　　　　　　　　　　　　　　　　　　　　　　　

我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我觉得老师这样做会更好：　　　　　　　　　　　　　　　　　　　　　　　　　　　　　　　

４　地理问题式教学的实施建议
地理问题式教学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和后现代

课程与教学观基础之上的。地理问题式教学的心

理学基础是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因此，从学生问题

解决的心理机制出发寻找实践策略是理论依据的

源头。同时，课程理念指导着课程实践，又影响着

教师的教学行为。落实和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是本

轮课程改革的新要求，教师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出发进行地理问题式教学的实践探索是符合课改

理念的正确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地理问题式教

学设计的前提是具备好的地理问题，而学科源头

则在地理，因此，地理问题式教学存在的一些关键

突破点：如确定课堂目标、把握课堂深度、遴选核

心问题、统整教学内容、评价课堂效果等，都离不

２２



第４期 冯志旭：地理问题式教学的设计与实施探析

开对地理问题式教学中“地理问题”和“地理学

科”本身的思考。

具体而言，进行地理问题式教学的课堂实践，

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１）不要过分追求问题
情境的完整性而对内容进行生搬硬套。教学设计

实践中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问题情境贯穿教学的

始终，如果过分追求问题的完整性就会削足适履，

导致出现问题不典型、案例不合适的现象。（２）
把握问题情境真实性的尺度。问题越真实，已知

条件和目标状态就越模糊，需要学生储备的知识

基础就越多，问题解决也越复杂，问题结果越具有

独特性。但学生的学习是对一般规律的总结，认

知规律也是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所以不

能过分追求问题的真实性而忽略学情。（３）知识
的类型影响教学方式的选择。不同的地理知识适

合不同的教学方式，抽象的地理现象、复杂的地理

过程探索或涉及多维度变化的区域分析，比较适

合问题式教学；逻辑较强的原理推导或简单的陈

述性知识，不太适合地理问题式教学。（４）课时
安排上，太紧张的课时限制下进行地理问题式教

学无异于表演作秀，偶尔一两次的尝试也难以起

到立竿见影的教育作用，这需要师生的长期配合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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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ｏｇｉｖ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责任校对　王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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