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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K分类理论视域下地理学科

特殊能力结构分析

!!!以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活动'栏目为例

宋焱!莫华强!王塑!阳扬!刘贤赵!李振国
"湖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

摘5要!以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教材为例#运用 =KTK*=ZDW/ZWDB(MZYBKREBD[B' TBCD0)0NKWZ/(_B+分类理论对

教材&活动'栏目的地理学科特殊能力进行评析$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章节进程的不断深入#&活动'栏目的 =KTK层次

也不断地向着高水平高难度发展%各章节的&活动'题设置对五种能力都有所涉及#但呈现五种能力层级设置总体比例

不均衡"难度较大等特征$ 应适当降低部分章节&活动'栏目高水平层次结构#调整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比例#提升&活

动'单道题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进阶性#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活动'栏目的难度层级进行调整#科学地借助&活动'

来提升学生的地理学科特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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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地理教育一线教师及研

究人员把目光聚焦在+活动,教学的操作层面#重

点探究新教材中+活动,的教学设计-教学策略-

教学模式和功能等#而对+活动,教学所体现的学

科特殊能力及其提升效果却关注较少* 教材中的

+活动,栏目是课堂教学中必要的环节#经过教材

编写者有目的地精心设计#让学生在教师有效指

导与引导下#通过完成地理+活动,题来达到显著

提升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效果/!

3

"0

* 对教材+活

动,栏目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进行 =KTK层次划分

及评价#可以呈现其涉及的能力类别及层次水平#

评价教材设计与学生的思维发展水平之间的契合

度#可以达到科学性地借助+活动,来培养和提升

学生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目的* 本文对湘教版&高

中地理必修一'+活动,栏目的地理能力层级的特

点及其设计合理程度进行结构分析#可为编写者优

化地理教材设计提供基本理论和参考依据*

!5=KTK分类理论视域下地理学科特殊能

力结构的理论概述

!*!5=KTK分类理论

=KTK分类理论是一种通过等级划分的形式

对学生学习结果及层级阶段进行+质性评价,的

手段#它用结构特征来解释学生反应#确定其反应

所属的层级水平#并将学生的学习成果划分为以

下五种进阶式结构层次/#0

*

"!%前结构水平"?%!学生不具备解决问题的

基础知识#或由于被材料中的无关内容困扰#不能

将已有知识与问题建立相关联系#不能以有意义

的方式回答问题#基本上无法理解问题和解决

问题*

"$%单点结构水平"L%!学生面对问题时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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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涉及单一知识线索#迫切追求答案#找到一个解

决问题的线索就立即得出结论*

""%多元结构水平"a%!能使用多个孤立线

索知识#会寻求更多的相关性#但缺乏将这些要点

进行有机结合的能力#因此#回答可能包含大量的

不相关结果*

"#%关联结构水平"V%!能够联想问题的多

个要点#可以构建相关线索之间的联系# 整合成

一个有机整体#能够理解和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

"+%扩展抽象结构水平"P%!学生能够归纳多

个要点并进行抽象概括#会在理解-归纳的基础上

将问题本身的意义进行深一步拓展# 创新与应用

意识要求高#是更高层次的学习能力*

!*$5地理学科特殊能力概述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将地理学科能力划

分成不同的层次#虽内容-结构不尽相同#但都提

到了+空间能力,+地理过程预测能力,和+地理信

息提取能力,

/+#20

* 这些能力都是地理与其他学

科存在差异的特殊能力#是地理学科独特性的划

分依据#同样也决定了地理这门学科的发展潜力

与优势* 袁孝亭-王向东教授/&0

$%%2 年提出的五

大地理学科特殊能力能体现该学科的特殊性与独

特性#显著地与其他学科的能力划分开来#因此本

文将其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 主要分为地理空间

定位能力-地理空间格局的觉察能力-地理特征的

综合分析能力-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单预测能力

和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五种类型*

"!%地理空间定位能力!在理解空间位置时#

能运用地图-略图-脑中地图作空间透视#从中获

取有价值的信息#得出相关的解释与结论所表现

出来的能力* 主要构成要素为地理位置的空间知

觉能力-地理位置的分析与简单评价能力-地理位

置关系的表达交流能力*

"$%地理空间格局的觉察能力!观察确定地

球表层各种事物空间展开范围以及空间排列状态

等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学科能力品质#是认

识空间分布格局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主要构成

要素为空间分布格局的观察能力-空间分布格局

的想象能力-空间分布格局的概括能力*

""%地理特征的综合分析能力!认识自然地

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特别显著的+征象,和+标志,

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分析-比较-抽象概括等学

科能力品质#它们是认识地理特征所应具备的基

本能力* 学生具备对地理特征的综合分析能力#

可以较为顺利地理解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 主

要构成要素为地理事物和现象特别显著的征象和

标志的识别能力-地理特征的抽象概括能力*

"#%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单预测能力!描述

地理空间过程#进行简单的地理预测* 主要构成

要素为归纳地理空间过程及其规律的能力和对地

理空间过程的简单预测能力*

"+%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能够熟

练运用有关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的方法#由

原因探寻结果和由结果追究原因的能力* 主要构

成要素为运用因素分析有关方法探寻地理因果联

系的能力和运用推理的方法探寻地理因果联系的

能力*

$5案例分析

$*!5基于 =KTK分类理论的地理学科特殊能力

层次划分标准

对 =KTK分类理论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前

结构水平"?%,是该理论的最低等级的能力#它是

指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由于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不

足而无法自主处理和解决问题#甚至无法理解问

题的本意* 对于这种思维层次#+活动,栏目因无

法体现前水平结构#故本文删减了原 f)NNE

/#0的

=KTK分类理论中最低思维层次的 +前结构水

平,#只采用能力结构层次中的后四种基本层次#

并探讨每个层次应用于+活动,栏目所体现的能

力程度#详细划分如表 !及图 !所示/#0/,0

*

如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活动,栏

目#问题为+读图判断印度洋板块向什么方向运

动. 欧亚板块向什么方向运动.,#考查的是学生

的地理空间定位能力#学生根据示意图上所标方

向就可以回答出运动方向#即根据单一的线索就

可以回答问题#属于空间定位-地理过程对描述与

简单预测能力的单点结构层次"L%* ?""+活动,

栏目要求将全班同学按 "A+ 人一组分为若干小

组#去野外采集岩石标本#利用所学知识#确认岩

石的名称#贴上标签#写出各种岩石的矿物成分-

主要用途等*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地理特征的综

合分析能力#对于一种岩石只需要名称-矿物成分

和主要用途这三个知识点就可以完成问题#它们

之间并无明显的逻辑联系#属于地理特征的综合

分析能力的多元结构层次"a%* ?"++活动,栏目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要求就形成条件和分布位置分析侵入岩与喷出岩

的差别* 本题考查学生的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单

预测能力-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解决该

问题需有目的性地提取整合多个相关知识点和信

息#且这些知识之间有较为密切的逻辑联系#结论

没有超出题目所给出的三类岩石转化的示意图#

属于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单预测能力的关联结构

层次"V%* ?,++活动,栏目要求观察当地从平

原到山地的自然环境分异和土地利用变化情

况#用因地制宜的原理加以分析和评价* 本题

主要考查学生的地理空间格局的觉察能力#属

于开放性活动#并无唯一的标准答案* 材料中

并未给出针对实际情况的具体线索#学生需根

据该地所属自然带-气候类型-植被类型及主要

树种-土壤类型-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及所占比重

等进行逻辑演绎#属于地理空间格局的觉察能

力的拓展抽象结构层次"P%*

表 !5=KTK理论对$活动%栏目思维层级的划分

=KTK层次 能力要求 思维水平

单点结构"L%

低!问题线索9单个相关知

识点

+活动,所给题干中可以找到单一信息单元#或通过回忆再现单个的知识点就能

得到答案的问题

多点结构"a%

中!问题线索9多个孤立的

相关知识点

+活动,所给题干中可以找到至少 $个或 "个信息单元#或通过回忆再现两个及

以上知识点就能得到答案的问题

关联结构"V%

高!问题线索9相关知识群

9相互关系

+活动,所给题干中包含多个信息单元#且知识点之间有相关性#需要从整体上进

行概括及总结#一般局限于熟悉的情景中

抽象拓展结构"P%

最高!问题线索9相关知识

群9相互关系9假设

+活动,中给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所给的问题情景#而且需要结合相关的知识群来

进行假设-演绎并分析原因#提出措施与建议等#属于开放性问题#答案不唯一

图 !5"活动#栏目 =KTK分类层次划分示意图

$*$5$活动%栏目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层级的对

比分析

$*$*!5"活动#栏目 =KTK层级的对比分析

由图 $可以明显地发现#除了第三章缺失 L

层次外#其余各章节对 =KTK分类理论的 L-a-

V-P四个思维层次都有兼顾#但四个层次分布有

较大差异* 总体来说#随着章节进程的不断深入#

每个章节中+活动,栏目的 =KTK层次也不断地向

着高水平高难度发展#较低结构层次的L和a的

比例呈显著降低的趋势#同时#较高结构层次的a

和P的比例呈显著升高的趋势* 由于第一章是

学生学习高中地理课程的入门章节#+活动,栏目

难度相对较小#L层次占比最高为 "2*,#@$+第三

节 地球的运动,难度较大#教材所设计的+活动,

栏目难度也不小#V层级和 a层级基本集中于该

节中* 后三章主要是地理过程描述与预测能力#

对于多个知识点的比较综合要求较高#因此#在关

联结构层次"V%和扩展抽象结构层次"P%所设计

的活动题中平均占比分别为 +#*##@和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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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各章节 =KTK层次所占百分比变化示意图

55四个章节设置的题目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均为

V和P层次水平的题目* 后三个章节活动教材题

目V层次远高于其他三个层次#其中#第四章达

到最高峰#占比高达 2%*%%@#第二章和第三章的

比例也已经超过了 +%*%%@#占有主体地位$后三

个章节活动教材题目 P层次水平所占比例大#分

布在 $%*%%@A#%*%%@之间#其中#第三章比例高

达 #%*%%@#高于其他章节P层次所占百分比* 四

个章节对 L水平的题目设置差异很大#其中#第

一章所占比例最大#为 "2*,#@#其次第二章为

!$*%%@#但第三章 L层次缺失#并未设计该层次

水平的活动题* 四个章节对 a层次水平的题目

设置波动并不显著#基本保持着 ,*%%@A!+*%%@

的占比#最大差值也只有 2*%%@左右*

$*$*$5"活动#栏目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对比

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地理学科特殊能力划分指标对

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活动,栏目第一章至

第四章的能力类别进行划分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5各章节地理特殊能力比例统计表

章节
地理空间定位能力

占比-@

地理空间格局的觉察

能力占比-@

地理特征的综合分析

能力占比-@

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

单预测能力占比-@

地理因果关系分析

与推理能力占比-@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8+

"*+!

!!*+,

"*,+

!!*$$

+*$&

!8*#+

"*,+

!%*,+

"*#$

!8*#+

!$*#+

"2*,+

2+*,+

"2*!!

!,*"!

!$*!"

$!*8+

!"*#!

2!*+#

55由表 $可知#第一章五种能力都兼顾#但比例

也有差异* 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单预测能力+活

动,题目占比较大#为 "2*,+@#其次为地理空间定

位能力#占比为 $,*8+@#其余三种能力占比较小#

基本为 !%*%%@A!"*%%@* 第二章五种能力都兼

顾#但比例显然不均衡* 地理过程的描述与简单

预测能力+活动,题目占绝大多数#为 2+*,+@#其

次为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占比为

$!*8+@#其余三种能力占比较小#都未超过

,*%%@*第三章五种能力都兼顾#比例较为均衡#

但也有明显差异* 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

+活动,题目占比较大#为 "2*!!@#其次为地理空

间觉察能力和地理特征的综合分析能力#占比均

为!8*#+@#其余两种能力占比较小#均未超过

!+*%%@*第四章中的五种特殊能力设置比例不均

衡* 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活动,题目

占比最大#为 2!*+#@#地理空间定位能力和地理

空间格局的觉察能力+活动,题目比例低#均为

"*,+@#差异比例高达 +&*28@#其他两种能力占比

较少#在!%*%%@A$%*%%@之间*

总体来看#各章节的+活动,题设置的五种能

力都兼顾#但设置比例很不均衡#能力之间的两极

化过于严重#相比之下#第一章和第三章设置相对

均衡* 地理空间定位能力+活动,题目在第一章

占比达到最高值#为 $,*8+@$地理空间格局的觉

察能力和地理特征的综合分析能力+活动,题目

均在第三章达到最高值#占比均为 !8*#+@$地理

过程的描述与简单预测能力+活动,题目在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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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达到最高值#占比为 2+*,+@$地理因果关系分

析与推理能力+活动,题目在第四章达到最高值#

占比为 2!*+#@*

$*$*"5"活动#栏目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层级的

对比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地理学科特殊能力及 =KTK层

次划分指标#对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活动,

栏目进行划分统计#结果如图 "所示*

由图 "可知#地理空间定位能力四个层级均

有涉及#以L层级和V层级为主#分别占 "&*+%@

和 #"*&+@#a层级和P层级占比较小#总体而言#

层级设置不够均衡#难度适中$地理空间格局的觉

察能力以V层级占绝大多数#占比为 &$*$$@#L

层级为 $$*$$@#相对较少#a层级比例仅为

+*+2@#P层级并未涉及#总体而言#比例设置不

均衡#难度相对较大$地理特征的综合分析能力以

V层级为主#占 #&*"&@#a层级和 P层级比例比

较适中#分别占 "!*+,@和 $!*%+@#L层级缺失#

总体而言#设置也并不均衡#难度适中$地理过程

的描述与简单预测以L层级和P层级为主#都为

"$*+%@#a层级和 V层级占比相对较少#比例适

中#总体设置较其他四种能力来说相对均衡#难度

适中$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以 P层级为

主#占比为 +#*8%@#其次为 V层级#占比为

"+*$8@#L层级和 a层级占比小#都未超过

!%*%%@#总体而言#层级设置不均衡#难度较大*

总体来说#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活动,

栏目对五种能力都有所涉及#地理过程的描述与

简单预测能力的四个层级相对来说设置较为均

衡#但地理空间格局的觉察能力缺失 P层级#地

理特征的综合分析能力缺失 L层级#地理因果关

系分析与推理能力 L层级和 a层级所占比例过

低#地理空间定位能力 P层级亦呈现占比较低等

情况* 纵观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活动,栏

目五种能力层级设置情况#呈现比例不均衡-难度

较大等特征*

图 "5地理学科特殊能力层级统计图

"5=KTK分类理论视域下地理学科特殊能

力的提升策略

"*!5适当降低部分章节$活动%栏目高水平层次

结构

教材+活动,栏目的设置须符合学生的认知发

展水平#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章节#若+活动,题仍

然设置为高水平层次结构#并不利于学生的理解#

也会对学生的心理及思维能力的提升产生负面影

响* 因此#应适当降低层级结构的水平#多设置 L

层次和a层次的题目#使得+活动,具有铺垫性*

"*$5适当调整教材$活动%栏目中部分地理学科

特殊能力的比例

对该教材+活动,栏目的地理学科特殊能力

的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尽量使得每种能力的占比

保持均衡性和合理性* 提高第二章和第四章+活

动,栏目中所考查的地理空间定位和地理空间格

局的觉察这两种特殊能力的比例#降低地理过程

的描述与简单预测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比例#降

低地理因果关系分析与推理能力在第三章和第四

章的比例#使得每种能力占比更为科学合理*

"*"5提升$活动%单道题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

进阶性

虽然教材整体体现出+活动,栏目 =KTK层次

随章节不断提升为高层次思维水平#但对于单道

题的多个小问也应当注意+进阶性,的特点#每小

问的设置应尽量遵循 L层级3

a层级3

V层级3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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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的发展水平* 换言之#尽量降低教材中+活

动,栏目思维跳跃性#对于需要设置 P层级的启

发性拓展性问题时#应建立在学生一定相关背景

的基础上来设置问题* 通过以上手段#尽量调整

+活动,栏目问题符合学生的思维模式#加深学生

对于知识的融会贯通*

"*#5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活动%栏目的难度

层级进行调整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不同地区-不同思维发展

水平的学生个体存在差异#教材+活动,栏目对每

个学生而言难易程度不同* 因此#针对不同水平

层次的学生#教师应有目的性地调整+活动,栏目

的难度!对思维水平层次较高的学生#应提高+活

动,栏目的难度#更深层次地进行知识的拓展$对

思维水平层次较低的学生#应适当降低+互动,难

度#对于问题的解答#增加更多的引导和知识点回

忆的提示#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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