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５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３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５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２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４

基于深度教学的地理实践力培养策略研究

———以湘乡市乡土地理实践活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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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标、新教材和新高考大背景下，依据《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界定的地理
实践力的内涵和表现，针对目前乡土地理研究以个例单项内容为主、忽视系统研究的倾向，从湘乡市乡土地理资源实际

出发，基于深度教学理念，运用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５Ｅ”教学模式，提出从地点、目标、主题、成果和评价等方面展开实
践活动探究的具体模式和方案，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模式，为乡土地理研究提供了些许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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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通高中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地理实践力的
培养策略研究上，综合众多文献可知，基于深度教

学的地理实践力素养培养，已经成为教育学者重

要的研究方向，其研究内容多元，成果丰硕。其中

以乡土地理为对象的实践活动研究越来越多。本

文笔者从湖南省湘乡市乡土地理资源实际出发，

运用融合建构主义理论的“５Ｅ”教学模式，尝试初
步构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基于深度教学开展地

理实践力素养培养的基本模式。

１　地理实践力的内涵和表现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

修订）》中关于地理实践力这一学科核心素养内

涵的表述是：地理实践力是指人们在考察、实验和

调查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

能力。其具体表现有：一是能够用观察、调查等方

法收集和处理地理信息，有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

兴趣。二是能够与他人合作设计地理实践活动方

案，独立思考并选择适当的地理工具。三是能够

实施活动方案，主动从体验和反思中学习，实事求

是，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方法［１］。

２　基于深度教学的地理实践力培养相关
研究

２．１　深度教学的内涵
从知识的教育立场出发，深度教学是指教师

在一定的活动情境下，带领学生从符号学习跨越

到逻辑和意义领域的教学理念［２］。李平基于“深

度”和“教学”的内涵指出，深度教学是指教师以

促进学生学习为基点，不断改进教学环节，促进师

生共同发展的过程［３］。罗祖兵指出，深度教学是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教师深刻把握教学内容、学生

深度参与的教学形式［４］。

笔者将深度教学通俗地表述为在教师的引导

下，学生围绕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学习主题或任务，

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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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地理实践力培养相关研究
２．２．１　深度教学课堂构建与地理实践力培养

当前，聚焦地理课堂落实核心素养的深度教学

策略研究，多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教学流程、学

生状态、信息技术、教学内容。落实地理核心素养

的深度教学应注重区域真实问题情境培养区域认

知，注重高质量问题解决培养综合思维，注重实践

创新能力养成的研究性学习培养地理实践力，注重

地理学科核心价值培养人地协调观［５］。笔者尝试

不囿于地理课堂，以乡土地理实践活动为主体，展

开基于深度教学的地理实践力培养研究。

２．２．２　深度教学与“５Ｅ”教学模式融合
“５Ｅ”教学模式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

教学模式，共分五步：一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促

使学生主动探究的“吸引”（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起
始环节；二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促使其自主探

究知识、解决问题的“探究”（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中
心环节；三是进行正确解释和纠错，引导学生科学

认知的“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关键环节；四是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同类问题，培养学生

学以致用能力的“迁移”（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强化环
节；五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方式多样化、维度

多元化的“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重要环节［６］。

地理是兼具自然和人文科学特性的学科，运用

“５Ｅ”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具有较大
的研究空间。从地理实践力培养角度看，“５Ｅ”教
学模式要求学生通过地理实践活动，收集地理信

息，探究生活中的实际地理问题，不断提升分析、理

解、处理、整合地理信息与素材的能力［７］。

２．２．３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儿童是在与周围环

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以主体已

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

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８］。

深度教学是指，在创设特定活动情境的基础

上，教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新旧知识整合

和意义建构，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中构建新的知识

体系，最终超越表层符号知识的限制，达到对知识

的意义生成，并将其应用到实践活动中来解决实

际问题。

２．３　乡土地理实践活动相关文献研究
乡土地理是指本乡本土的地理知识，蕴含丰

富且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地理教学素材［９］。要

想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就需要将学生置于复

杂、真实的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

思维，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１０］。

广州市铁一中学的李文星老师选择乡土地理

素材（广州荔湾区建筑景观）设计了地理课堂内

外的教学思路［１１］。集宁师范学院的柴玲依托乌

兰察布市的乡土地理资源设计了两条研学旅行线

路，为研学旅行产业的有效开展奠定了理论基

础［１２］。吉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的高

翔提出了通过乡土地理资源实践活动培养地理实

践力的具体课程措施：课前培训、选题指导、学生

分组、实践过程、成果汇总和成果展示［１３］。

以上研究都是以某一具体乡土地理案例为研

究对象，或设计课堂内外教学的基本思路和过程，

或提出设计旅游研学线路的理论基础，都没有形

成相对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

３　乡土地理实践活动模式研究
基于地理实践力的内涵、表现及深度教学理

念，运用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５Ｅ”教学模式，
笔者设计了乡土地理实践活动基本模式（见表１）。

表１　乡土地理实践活动模式

“５Ｅ”教学模式 野外考察 社会调查

吸引（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活动地点 选择环境安全、对象典型、距离适中、对接教材内容的地点

活动准备 教师事先实地考察，印发相关纸质资料，准备相关活动工具；师生一起完成活动分组等

活动目标 加深对自然地理要素和自然地理过程的理解 加深对人文地理要素和人文事象过程的理解

探究（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活动主题

某一种或几种自然地理要素（地形、气候、水

文、土壤、生物）的特征；各自然地理要素的联

系；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等等

某一种或几种人文地理要素（人口、城市、产

业、交通等）的特征；各人文地理要素的联系；

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等等

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迁移（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活动成果 视频、图片、ＰＰＴ、小论文、考察报告、报道、心得体会等

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活动评价 设计基于深度教学理念的地理实践力培养活动评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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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自然实践场所
３．１．１　湘乡市城区涟水河段及碧洲岛（曾国藩诗

文岛）

３．１．１．１　实践地点简介
主要为碧洲岛洲头、洲尾、亲水码头及河东南

岸城区河段（见图１）。

图１　碧洲岛洲头、洲尾、亲水码头

３．１．１．２　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见表２）
表２　城区涟水河段及碧洲岛乡土地理实践活动主题和

目标

组别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流向组
判断城区涟水河段上下

游、走向及左右岸

能够运用地理信息技

术，借助地理工具，通过

实地观察了解河流相关

特征

水位水

质组

在城区涟水河段水文站

处河段观察河流水位、

水质

通过实地观察和实验操

作，加深对河流水文特

征的理解

地质地貌

演变组

查阅湘乡县志，考察城

区涟水河段及碧洲岛的

地质地貌演变过程

通过实例实践，强化对

地质作用塑造地表形态

的理解

３．１．１．３　活动成果
流向组

城区涟水河段整体走向为西南东北向。河流

流向一般可结合北京时间、当地经纬度数值、太阳

方位、日影等综合判定。

在城区河段，为拦截上游漂来的垃圾、水葫芦

等，相关部门在河面拉起了拦阻索。一般情况下，

拦阻索弯曲的方向即河流下游（见图２）。

图２　东山大桥上游拦阻索

在河流枯水期河水量过小而冬季风大的情况

下，拦阻索会改变弯曲方向。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日，我
市给河堤除险加固，城区下游东山电站开闸放水使

得城区河段水量极小，水流极缓，且当日东北风大

作，导致拦阻索弯曲方向与之前相反（见图２）。
上下游方向确定后，观察者面朝河流下游，其

左侧为河流左岸，右侧为河流右岸。

水位水质组

选取城区水文站处河段的水尺柱，记录和拍

照上半年各节点（如２月底、６月底）水尺柱的水
位信息。湘乡市水位的季节变化规律为 ６月下
旬～７月初最高，２月最低。

关于水质（含沙量）的考察，在地点上，选择

城区东南岸渠化（护坡）较好的河段，以减少河堤

崩塌造成的含沙量变化的影响。在时间上，选择

６月的主汛期和２月的枯水期。其他时间段则做
对照实验。在方法上，采取直接观察水体颜色、矿

泉水瓶提取和拍照等方法。总体结论：汛期，河流

流速快，流量大，颜色偏黄，含沙量大；枯水期，水

质整体清澈，含沙量小。

地质地貌演变组

图３为清朝同治十三年（公元１８７４年）齐德
志、黄楷盛等修撰的《湘乡县志·卷一》第十一、

十二页的内容。

图３　《湘乡县志·卷一》部分内容

据图３文字记载，很久以前，治前河街外环一
小港（狭窄小河或小溪，不通舟楫），港外为中洲，

洲外为大河（通舟楫）。涟水向绕洲之南，依东岸

而下。公元１５８８年（明万历戊子）和公元１６１７年
（明万历丁巳），“涟水两罹巨涨，折注洲西”［１４］

（“中洲内铲成河，可行船”———另一县志记载的

明万历丁巳洪水）。公元 １７３０年（雍正八年），
“知县陈哲集士民谋，于昆仑桥口磊石接中洲为

长堤，障狂澜而东之，俾涟水归故道。卒以众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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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而止”［１４］。在洪水的影响下，中洲西侧的小港

被不断拓宽，再加上后期不断的人工拓宽（县志

有记载），小港渐通舟楫，成为主要航道。从刻本

地图中的中洲及涟水河形态看，公元１８７４年的洲
西河段与现在相差无几。

至于公元１５８８年之前涟水河及中洲岛的地
质演变过程如何，笔者受２０２１年高考湖南地理卷
“关洲岛”材料题目启发，认为我市也可能存在一

条“车阳河”，依据如下：（１）县志文字记载。“曩
时，治前一带河街，尚有合面铺地，街外环一小港，

港外为中洲，洲外为大河，通舟楫。”［１４］（２）县志
地图（见图３）。现在的昆仑桥闸处，有一小港（小
溪）汇入涟水河。（３）涟滨书院前身为“涟溪书
室”“涟溪书院”。

推测地质演变过程如下：公元１５８８年前，一支
流在当时中洲岛洲尾汇入涟水，且支流下游与涟水

相距较近。之后，一次或多次涟水河特大洪水来

袭，涟水冲开其与支流之间的陆地（不同于关洲岛

演变的三个阶段），夺其支流河道入涟水（夺口可

能在现今昆仑桥闸附近），原干支流之间的陆地逐

渐演变为中洲岛。形成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湘乡市中洲岛成因推测示意

３．１．２　洋潭引水枢纽
３．１．２．１　实践地点简介

洋潭引水枢纽（见图５）由进水闸、滚水坝、泄
洪闸、水电站、斜面升船机等部分组成。枢纽附近

地层主要为板岩，地形开阔，壅高水位１０米，正常
引水位（６６．５米）时库容２１００万立方米。

图５　洋潭引水枢纽部分考察地点景观

３．１．２．２　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见表３）
表３　洋潭引水枢纽活动主题和目标

组别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区域自然

特征组

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等，

结合野外观察，整体了

解洋潭引水枢纽区域地

形、河流、植被等自然要

素特征

能够熟练运用地理信息

技术（如 ＲＳ、电子地图

ＡＰＰ等），通过野外观

察，整体了解局部区域

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的

基本特征

水电站、溢

流坝组

参观了解水力发电过

程，分析大坝选址的区

位因素；仔细观察溢流

坝的特点，思考其主要

作用

通过对引水坝的实地考

察，理解水坝选址区位

及溢流坝的作用，加深

对协调人地关系的理解

引水渠、进

水闸组

观察引水渠及进水闸两

侧的水情；了解该工程

全年引水量及季节分配

规律；了解灌渠采取的

护坡保水减淤措施

通过实地考察，在了解

区域特征的基础上，运

用综合思维，理解人地

和谐的重要性

３．１．２．３　活动成果
区域自然特征组

经过综合考察发现，坝址上游地区地形以低

山丘陵为主，地势起伏较大，植被丰富，河流水系

相对发达，水量较大。坝址下游地区地形以丘陵

为主，地势起伏较小，河流水系发育相对较弱，耕

地较多。

水电站、溢流坝组

引水坝选择建在两岸山脊相对的河道狭窄

处，工程量较小；河床为板岩，筑坝地基牢固；坝址

上游地形开阔，壅水不高，淹没土地和移民量小；

建筑材料丰富，施工交通条件较好；等等。

溢流（重力）坝既能挡水，又能通过坝顶溢

流。它主要起到泄洪保坝、输水供水、排沙、放空

水库、施工导流等作用。

引水渠、进水闸组

为了减少河岸变化对引水的影响，进水闸建

在引水渠离河岸一定距离处。引水主要集中在春

夏，秋冬季少引或不引。

灌渠采取的护坡保水减淤措施主要有以下几

种：在渠底、渠坡以砂浆砌石；在原来的渠道底、坡

上直接用水泥砂石浇筑；在坡岸进行植被绿化；严

禁工业、生活废污水排入库区和灌渠；严禁在灌区

工程定权发证范围内和保护范围内打井、采石、取

土、建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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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三湘分流”
３．１．３．１　实践地点简介

“三湘分流”位于东郊乡境内，距洋潭引水枢

纽４０公里，是左右干渠的分水枢纽，把韶山灌区
北干渠的水分别引向韶山、湘潭、宁乡等地（见

图６）。

图６　“三湘分流”地图及部分景观

３．１．３．２　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见表４）
表４　“三湘分流”活动主题和目标

组别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渡槽组
观察渡槽选址，评价此

处采用渡槽输水的条件

理解地形地貌等自然要

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三湘分流”

选址组

观察“三湘分流”整体

工程，分析其选址优势

理解合理利用水资源的

意义；树立人地协调

意识

“三湘分流”

效益组

结合深入考察了解到的

现状，说明“三湘分流”

的现实效益

提高区域认知能力和综

合思维水平

３．１．３．３　活动成果
渡槽组

利：渡槽架设在农田之上。该处地势两端较

高，整体由西南向东北降低，有利于渡槽水自流。

渡槽工程量小，不占农田，少拆迁和移民。

弊：过水量小，渡槽维护成本高，等等。

“三湘分流”选址组

优势：有较充足的灌渠水量；利用地形地势条

件，有一定的防洪、储水和发电能力；工程处于韶

山灌区中心腹地，便于水资源的统一高效管理；

等等。

“三湘分流”效益组

经济效益：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保证灌溉水

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等。

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利于农村社会稳定，

等等。

生态效益：增加水资源；扩大水田湿地面积；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等等。

３．１．４　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３．１．４．１　实践地点简介

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辖东台山、塔子山和狮

子山三大景区，面积３．３５８平方千米，园内主山脊
脉络清晰，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境内海拔 ６３．５～
３２３．０米。登山眺望，湘乡市区风貌尽收眼底。
目前，公园内有康养步道、千步云梯、凤凰古寺、烈

士纪念园、旭日阁、览湘亭、文塔等多处人文景点，

潜在人文旅游资源丰富。

３．１．４．２　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见表５）
３．１．４．３　活动成果

植被组

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阔叶的樟树、常绿针叶

的马尾松、落叶针叶的杉树及少量落叶阔叶的枫

树，为国家储备林基地（见图７）。公园大门入口
处山坡朝向西北，地势较陡峭，水热土条件较东南

坡差，故西北坡分布有更多耐贫瘠土壤的马尾松。

因东台山垂直高差仅二百多米，植被垂直分异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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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活动主题和目标

组别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植被组

从公园大门到旭日阁，沿登顶主线，了解植被类型及分

布情况；利用指南针确定山体朝向，观察不同朝向地区

植被类型及生长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通过野外观察，识别东台山主要植被类型，了解其与自

然环境其他要素的关系

土壤组
沿康养步道，观察沿线新开挖的土壤剖面，探究其结构

特征及影响土壤形成的主要因素

通过实地观察土壤剖面，了解其结构特征及影响其形

成的主要因素

地形、地貌和

岩石组

在东台山顶旭日阁、狮子山顶览湘亭、塔子山顶文塔俯

瞰周边地形、地貌特征；沿千步云梯路线，观察组成山体

的岩石，采集岩石标本，判断岩石类型并说明判断依据

通过野外观察，识别丘陵、河谷平原、山脊、山谷、鞍部

等几种地貌，判断岩石类型，并掌握其主要特点

地质演变组
考察东台山鹰嘴石，推测其地质演变过程，并撰写考察

微报告

结合实例，基于自然环境要素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

规律，运用地理信息技术，掌握地理过程基本分析方法

天文组
于东台山顶旭日阁或塔子山顶文塔观日出日落，测太阳

方位、太阳高度及其变化速度
结合实例，理解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人文组
于东台山顶旭日阁、狮子山顶览湘亭、塔子山顶文塔俯

瞰，观察城市、乡村聚落的形态和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地理工具等，收集乡村、城镇等人

文地理信息，并深刻理解人地关系

图７　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植被与土壤剖面

土壤组

地带性土壤为山地红壤。土壤剖面垂直分层

明显：上部主要为腐殖质层，颜色较深；中间为淋

溶层和淀积层，颜色相对较浅；下部为风化严重的

成土母质层和基岩层，基岩主要为深厚页岩（见

图７）。山地土壤整体发育程度低、土层薄、肥力
低。其形成主要受亚热带湿润气候、常绿和针叶

植被及地形的共同影响。

地形、地貌和岩石组

地形以丘陵为主，山体主体海拔仅三百多米。

东台山、狮子山和塔子山之间是相对陡峭的山谷，

山脊相对和缓。组成山体的岩石主要是页岩，少

量侵入型岩浆岩（花岗岩），以及极少量的砂岩和

其变质而成的石英岩（见图８）。

图８　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形、地貌与岩石

地质演变组

东台山鹰嘴石属于花岗岩。早期沉积岩因燕

山运动产生断裂，下部岩浆沿断裂带上涌侵入冷

凝，抬高沉积地层形成山地。局部上覆岩层因风

化侵蚀和外力搬运，下部花岗岩逐渐出露地表。

出露花岗岩继续遭受风化侵蚀，形成如今的鹰嘴

石（见图９）。

图９　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鹰嘴石及外围聚落

天文组和人文组

利用指南针测出太阳方位及其变化速度。具

体结果会因日期、季节不同而异。湘乡城区聚落形

态受涟水河、东台山、塔子山及公铁线路影响，分布

于涟水河畔及主要交通线两旁，整体呈条带状。乡

村聚落（见图９）依山傍水散落在涟水河谷盆地。
３．２　社会实践场所
３．２．１　湘乡市气象站

湘乡市气象站（见图 １０）始建于 １９５８年 １０
月，位于湘乡东郊铜钿湾小塘寺松柏园。１９７２年
１月，气象站迁址湘乡市城北郊红仑上。

图１０　气象局与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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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１　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见表６）
表６　湘乡市气象站活动主题和目标

组别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气候特

征组

了解主要气候要素（气

温、降水、风等）的测量

方法，有条件的亲自动

手操作

培养地理实践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学会使用工

具综合分析和解决问

题；获得克服困难的勇

气与方法

选址区位

分析组

评价湘乡市气象站点选

址区位条件

通过对湘乡市气象站选

址合理性的论证，培养

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

兴趣

３．２．１．２　活动成果
气候特征组

学生通过网络查询和气象站工作人员的讲解

示范，学习了气温、降水、风等气候要素的测量

方法。

选址区位分析组

气象站位于城北郊红仑上，地形开阔，下垫面

原始状态保持较好，周边少建筑、企业等人为干扰

因素，在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基本可以反映当地气候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城北

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城市、产业、交通等对气象站

准确数据的获取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与

历史气象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比较，站址不宜频

繁变换。

３．２．２　湘乡市水文站
湘乡水文站（见图１０）位于城区昆仑桥街道

学仓街５６号，于 １９７８年开始使用缆道测流。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湘乡水文站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使用水位雨量固态存储设备自动采集、存储数据。

９０年代初，引进智能缆道，一改过去头枕江河、脚
踩波涛的测流状况。

３．２．２．１　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见表７）
表７　湘乡市水文站活动主题和目标

组别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涟水河

水情组

查阅涟水河近几十年的

水情信息，了解“母亲

河”的主要特征

通过观察、数据查询、文

献查阅等实践活动，培

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选址区位

分析组

评价湘乡市城区水文站

选址的区位条件

通过对湘乡水文站选址

合理性的论证，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

的兴趣

３．２．２．２　活动成果
涟水河水情组

涟水是湘江左岸的一级支流，位于湘江下游。

其发源于新邵县观音山南麓，由新邵县落马江入

娄底市，自西向东，流经涟源市、娄星区、开发区，

在娄星区梨头咀汇合孙水注入水府庙水库，再经

双峰县、湘乡市，于湘潭县河口汇入湘江。涟水全

长２２４千米，流域面积７１５５平方千米，多年平均
流量１３８．４立方米／秒，河流坡降０．４６‰。

选址区位分析组

湘乡市水文站位于城区西南涟水上游，靠近

城区和东山大桥。水文站断面处河道顺直，上下

游有效距离内无浅滩，无明显影响流量的人为汇

水注入。但随着站点下游城区河段的渠化，上游

水府庙水库的调节力度加大，对水文站实测数据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产生了一定影响。

３．２．３　湘乡市经开区部分企业
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见图

１１）主要从事废碎玻璃回收、利用、深加工及产学
研一体化的再生循环资源业务，拥有国内唯一的

废玻璃循环利用率 ９０％以上的生产线。该公司
２０１８年实现年产值 ２．５亿元，年创利税 ３５００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４００个。目前，三期工程生产线
厂房建设、土地平整、水电等已完成，准备上马一

条１５０吨／天的光伏玻璃生产线及一批相关深加
工项目，延伸废碎玻璃循环利用产业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

实践活动主题：参观产品加工生产线，了解产

品主要类型、主要原料来源、市场销售等基本情

况；评价企业选址的区位条件；思考该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图１１　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见图１２）是
集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介入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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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唯一拥有电生理电板

导管和射频消融导管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的企

业，在介入医疗器械领域拥有多项国际水平的

核心技术。

图１２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实践活动主题：参观产品加工生产线，了解产
品主要类型、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基本情况；评

价公司选址的区位条件；以该公司的发展为契机，

思考建设湘乡医疗器械产业园的可能性。

３．３　乡土地理实践活动评价
为不断完善以上乡土地理实践活动，提升学

生地理实践力，评价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笔者整

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将地理实践力和深

度教学的内涵和表现进行量化，制定了活动评价

量表（见表８）。通过小组自评、小组互评和教师
评价，设计各部分权重，得到一个综合得分作为实

践活动的最终评价。

表８　基于地理实践力和深度教学的活动评价量表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方式

小组自评 小组互评 教师评价

地理实践力

能够用观察、调查等方法收集和处理地理信息，有发现问题、探索问

题的兴趣
２０分

能够与他人合作设计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能够独立思考并选择适当

的地理工具
２０分

能够实施活动方案，主动从体验和反思中学习，实事求是，有克服困

难的勇气和方法
２０分

深度教学

教师指导有效性 １０分

任务挑战性 １０分

学生参与性 １０分

学生成就感、获得感 １０分

合计 １００分

综合得分（小组自评３０％＋小组互评３０％＋教师评价４０％）

４　总结
本研究认为，深度教学包括教师主导的教和

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两个方面，注重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育。乡土地理资源为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笔者从湘乡

市乡土地理资源实际出发，基于深度教学理念，运

用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５Ｅ”教学模式，提出了从
地点、目标、主题、成果、评价等方面开展实践活动

的具体模式和方案，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

模式，为乡土地理研究提供了些许理论和实践

参考。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提高，实践活动模

式有待完善，具体乡土地理资源的选取范围还可

进一步扩大，实践活动主题还可进一步提炼，研究

成果还不够成熟，评价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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