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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综合思维培养的高中地理

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

———以“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单元为例

章平，谭春晖
（湘潭县第一中学，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２８）

摘　要：大单元教学与问题链设计对学生综合思维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以高中地理“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单元为
例，遵循目标性、整体性、递进性与情境化原则构建“三环六步法”问题链设计框架，并结合湘江地貌真实案例设计“现象

识别—原理分析—应用迁移”三级问题链。数据分析表明，该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要素综合、时空综合与区域综合能力，

提高其综合思维水平，培养其人地协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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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
修订）》（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将综合思维列为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维度，强调学生应具备

从要素关联、时空演变和区域差异视角综合分析

地理现象的能力。问题是思维发展的触发点，问

题解决则是思维活动的结果［１］。高中地理教学

中，培养综合思维的关键在于设计问题链。针对

高中地理教学中存在的知识碎片化、思维浅表化、

情境虚化等问题，大单元教学通过主题统整与结

构化设计优化问题链构建，以梯度问题串联学习

任务，为综合思维培养提供可行方案。

１　高中地理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的
内涵

高中地理综合思维涵盖要素综合、时空综合

与区域综合三个维度。要素综合侧重分析地理各

要素间的关联，如流水地貌的形成要综合考虑地

形、气候、水文、植被、地质等要素；时空综合着眼

于地理现象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演变规律，如曲

峡发育、多级阶地形成、河流袭夺的时空分异特

征；区域综合则研究不同区域自然和人文要素对

区域发展的影响，如各地流水地貌类型对人类活

动产生的差异性影响。通过综合思维的培养，学

生能够全面、动态且辩证地分析地理问题，其解决

复杂地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大单元教学以主题为核心，打破教材章节界

限，通过重新整合和规划教学内容，构建起清晰合

理的知识框架，形成层次分明、逻辑连贯的知识体

系，是培养综合思维的重要载体。问题式教学是

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强调学生主体地位，借助递

进式问题序列，引导学生从现象观察逐步深入机

理分析与实践应用，最终建立系统性思维。问题

链设计是问题式教学的关键环节，能有效引导学

生开展探究活动和深度学习，形成可视化思维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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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切实提升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２　高中地理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中的
综合思维培养

２．１　高中地理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中的综合
思维培养依据

（１）确保问题链与《课程标准》要求一致。单
元教学的学习目标和任务设计均应以《课程标

准》为依据［２］。作为实现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关

键策略，问题链设计应始终围绕地理核心素养展

开，以“目标—问题—评价”为逻辑主线，紧扣《课

程标准》中素养目标的层级要求，避免问题泛化

或偏离，同时，通过学生在问题链中的表现，实时

反馈目标达成情况，形成“设计—实施—反馈”闭

环。例如：“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单元应落实

《课程标准》中“结合实例，解释流水作用对地表

形态变化的影响，并说明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的

关系”的要求。为此，教师选取湘江（橘子洲河

段）河流阶地为研究对象，设计问题链：阶地坡面

图中有几级阶地？沉积物颗粒粗细分布有何规

律？地壳抬升与河流下切如何协同作用形成阶

地？如何通过阶地分布推断区域地壳运动史？长

沙市在开发湘江（岳麓山—橘子洲）阶地时应考

虑哪些风险？这些问题以流水地貌景观为主线，

从描述阶地景观特征，分析阶地成因，到推测区域

地壳运动史和开发风险。问题链的设置紧扣《课

程标准》要求，有助于达成地理教学目标和培养

学生地理综合思维。

（２）以单元核心概念为统领，构建逻辑连贯
的认知框架。以培养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地理教学

中，大单元教学通过整合学科知识、情境与思维方

法，成为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重要路径。作为串

联单元知识、驱动深度学习的工具，问题链的设计

应遵循整体性原则，实现教学目标、知识结构、思

维进阶与学生认知发展的有机统一。

整体性原则指向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

强调问题链的设计应立足大单元教学的系统性，

将零散的地理知识整合为逻辑连贯的认知框架。

问题链应围绕大单元核心概念展开，所有问题服

务于统一的素养目标。问题设置应由表及里，层

次分明，梯度设计［３］。问题链应涵盖单元内的自

然、人文、区域地理等要素，充分体现地理学科的

综合性与区域性特征，实现知识结构化。以“河

流阶地”为例，教师可围绕核心概念“流水作用”

构建“识别地貌—推测成因—分析过程—开发决

策”的问题链，由此建立包含流水动力机制、地貌

演化过程和人地系统响应的认知框架，既达成知

识结构化目标，又能培养学生要素综合、时空综合

与区域综合的思维能力。

（３）遵循认知发展规律设计梯度问题链。问
题链的设计应符合学生从低级向高级的认知发展

规律，按照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直观到抽

象、由单点结构到关联结构的递进顺序展开。问

题链应依循“描述现象—分析关联—评价对策”

的逻辑脉络，逐步引导学生实现思维从具象感知

到抽象推理，再到辩证创新的螺旋上升。递进性

原则强调问题链应具备层次性、逻辑性和梯度性，

其核心在于通过“知识—思维—能力”的阶梯式

引导，帮助学生从单一认知走向综合应用，推动学

生思维由低阶向高阶发展，最终实现地理核心素

养的培养。

（４）依托真实地理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地理事
物的兴趣。通过ＧＩＳ影像、模拟实验等，构建“情境
激活兴趣—问题驱动探究—任务落实素养”教学

闭环，使地理课堂真正成为培养综合思维的主阵

地。情境化原则是地理问题链设计的“灵魂”，要

求运用生活地理现象、乡土资源、教材资料、模拟实

验、信息技术等素材创设真实情境，如地理区域情

境、动态时空情境、真实社会情境等。通过设计真

实、复杂、开放的地理问题链，打造高效课堂，让学

生在“身临其境”的探究中深化学习体验。区域特

色地理资源是确定学习主题的重要依据，问题链的

设计必须紧扣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确保情境创设

与大单元主题和问题设置紧密关联。情境化原则

与目标导向性、整体性、递进性原则相辅相成，共同

构建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的完整逻辑体系。

２．２　高中地理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中的综合
思维培养策略

本研究采用“三环六步法”进行大单元教学

问题链设计（见图 １）。三环是指“研究核心问
题—构建问题链—检验问题链”。六步是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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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标，设定教学目标—提炼核心问题，构思子问

题链—创设真实情境，组建问题链—参照 ＳＯＬＯ
分类理论，审核问题链—课堂实施，解决问题—评

价反思与优化”的全流程。

图１　指向综合思维培养的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三环六步法”

　　第一环节：研究核心问题。包含第一步解读
《课程标准》和第二步构思问题链。

第一步，解读《课程标准》，确立综合思维培

养目标并设定教学目标。教师梳理、整合《课程

标准》中涉及相同知识体系的条目，构建完整的

知识体系。以“地质作用与地表形态”大单元为

例，《课程标准》中涉及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的条

目包括“结合实例，解释流水作用对地表形态变

化的影响，并说明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的关系”

和“通过野外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识别流水地

貌，描述其景观的主要特点”。整合《课程标准》

要求，从“地理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区域综合”

三个维度，将不同区域流水地貌的特征、形成机

制、演化过程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等内容进行

系统梳理，构建“地质作用与地表形态”大单元教

学知识框架（见图２）。

图２　“地质作用与地表形态”大单元教学知识框架

　　第二步，确定大单元教学主题，提炼核心问题
并建构内在逻辑，围绕核心问题设计子问题。基

于对《课程标准》中“结合实例”“通过野外观察”

等要求的分析，选取湘江地貌为案例，确定“探究

湘江地貌，守护绿色家园”的单元主题，并将整个

单元划分为“赏湘江之貌”“析湘江奥秘”“用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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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宝”三个子主题，分别对应要素综合、时空综合

与区域综合目标，形成递进式思维认知过程（见

表１）。同时，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问题链：一是
要素综合的基础认知。促使学生掌握地质作用类

型与流水地貌成因等知识，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的同时，引导其理解内力作用形成的沉降区与抬

升区，帮助其深入探究流水地貌的演变与分布规

律。二是时空综合的进阶认知。从动力学和时空

维度，分析各类典型地貌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三

是区域综合的高阶认知。归纳流水地貌的区域分

布规律，梳理其与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等人类

活动的相互作用，帮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念。

通过三个层层递进的认知阶段，剖析各要素间的

相互关系，多角度动态推演地貌形成过程。在整

体把握地貌演变复杂性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自

然系统稳定性、人类需求适配性、时空尺度协调

性、风险与可持续性等维度，综合评价人类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表１　“探究湘江地貌，守护绿色家园”单元主题问题链构思

模块 子主题 问题链核心内容 综合思维培养目标

流水作用机理 赏湘江之貌 水动力条件（流速、流量）与物质条件 要素综合（自然地理要素关联分析）

地貌演化过程 析湘江奥秘 流水地貌的形成原理和时空演变规律 时空综合（动态过程推理）

人地系统响应 用湘江之宝 河流地貌可持续开发规划 区域综合（多尺度决策评价）

　　第二环节：构建问题链。包含第三步情境创
设和第四步问题链审核。

第三步，创设真实情境，将问题链的认知层级

与地理情境类型对应起来，构建递进式问题链：选

用景观图、地质剖面图等直观情境，设计分析峡

谷、瀑布等地貌形成过程的初级思维问题链；选取

水系图、模拟实验、视频资料等过程模拟型情境，

设计分析多级阶地形成过程的中级思维问题链；

采用河道变迁数据统计图表、文字材料等数据图

表型情境，建立分析人类活动对曲流影响的高级

思维问题链。针对抽象的“曲流形成原理”问题，

借助ＶＲ技术、ＧＩＳ影像、水蚀模拟实验、离心力
实验等真实情境展开教学。其中，离心力实验的

设计尤为关键。将装有水的矿泉水瓶固定在旋转

的圆盘上，随着圆盘转动，瓶内水体因离心作用产

生水位差。学生可观察到，离心力作用下圆盘外

侧的水体水位明显升高。这一实验生动模拟了河

流凹凸岸水位差异产生的原理，有助于学生理解

横向环流中凹凸岸侵蚀与沉积的差异。教师科学

选取景观、抽象模型等素材，结合地理现象描述与

系统分析，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构建地

理空间思维，提升学生系统分析能力。

第四步，依据 ＳＯＬＯ分类理论审核递进式问
题链，重构“现象识别—原理分析—应用迁移”三

级问题链，促进学生思维从低阶向高阶的跃升

（以“凹凸岸地貌形成”为例，见表２）。

表２　“析湘江奥秘”子主题问题链ＳＯＬＯ层级分类

ＳＯＬＯ层级 问题设计 思维指向

单点结构 观察离心力实验中的水位变化现象，描述凹凸岸表层水流的流向差异 现象识别与数据提取

多点结构 列举影响横向环流形成的因素（如水流速度、河道弯曲度、离心力） 多要素识别

关联结构 基于横向环流原理，分析凹凸岸侵蚀与沉积的动态平衡机制 动力过程与地貌形态的因果关联

抽象扩展
设计实验验证“河流曲流化会加剧凹凸岸差异”这一假设，并提出控制曲流发展

的具体措施
科学探究与创新决策

　　第三环节：检验问题链。包含第五步课堂实
施和第六步评价反思。

在教学中，依托真实情境开展师生对话、生生

对话和生本对话，共同完成问题链的探究活动。

课前制定课堂评价表（以“赏湘江地貌”为例，见

表３），以学生修正认识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态
度、努力程度和问题解决能力为依据［４］，采用自

评、他评与师评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过程

和效果进行评价。

以“橘子洲两侧河岸地貌特征”为例，教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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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湘江地貌的真实情境，通过问题链设计展开探究

活动。（１）师生对话：教师通过问题链指导学生比
较橘子洲两侧河岸地貌特征差异，绘制该河段河谷

横剖面结构示意图，并分析地貌差异形成原因），引

导学生从宏观（整体地貌）和微观（侵蚀与沉积细

节）两个角度展开思考。（２）生生对话：学生分组讨
论并绘制河谷横剖面结构示意图，相互评价示意图

的准确性，并补充影响因素（如气候、岩性等）。

（３）生本对话：学生借助教材、地图和数据（如坡度、
流速等）验证假设，完善对流水地貌形成机制的理

解。最后，依据课堂表现，参照表３的评价标准实施
课堂评价。同时，运用ＳＯＬＯ分类理论评估学生思
维水平（以“凹凸岸地貌形成”为例，见表４），并收集
学生对问题链教学法的反馈意见，以优化教学设计。

表３　“赏湘江地貌”子主题问题链课堂评价

主题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自评 他评 师评

赏湘江

地貌

①准确描述

流水地貌形

态特征

Ａ：能从宏观、微观２个角度完整描述地貌形态；

Ｂ：仅从１个角度作答；

Ｃ：答题逻辑混乱；

Ｄ：未作答或完全错误

②概括影响

流水地貌的

要素

Ａ：能答出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岩性５个影响流水地貌的要素；

Ｂ：能答出３～４个要素；

Ｃ：能答出１～２个要素；

Ｄ：未作答或完全错误

③指出不同

地貌形成的

主要条件

Ａ：能从物质基础、动力条件２个角度作答；

Ｂ：仅从１个角度作答；

Ｃ：答题逻辑混乱；

Ｄ：未作答或完全错误

④学生活动

参与度

Ａ：完全参与；

Ｂ：大部分参与；

Ｃ：少数参与；

Ｄ：完全不参与

／ ／

表４　运用ＳＯＬＯ分类理论评估学生思维水平

ＳＯＬＯ结构水平 学生作答情况 学生思维水平

前结构水平 未作答或答案完全错误（如混淆凹、凸岸） 学生未形成综合思维

单点结构水平 仅描述单一特征（如“凹岸陡”） 学生综合思维水平低

多点结构水平 列举多个要素（如气候、岩性等），但未建立关联
学生虽能从多角度分析现象，但因其综合思维水平较低，

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仍显松散

关联结构水平
从物质条件和动力因素角度阐释地貌差异（如“岩

性＋水流速度→侵蚀差异”）

学生地理学科思维水平较高，能够系统地、有逻辑地多角

度综合分析地貌差异的成因，厘清各因素的内在关联

抽象扩展水平
提出延伸性问题（如“人类活动对湘江地貌的影

响”），拓展课堂内容的广度

学生地理学科思维水平高，能根据图文材料进行深层次分

析，提出教师意料之外却合理的原理

３　高中地理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与实

践反思

３．１　问题链设计

以“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单元为例，重点探

讨如何围绕“探究湘江地貌，守护绿色家园”单元

主题设计问题链（见表 ５～７）。根据布鲁姆分类

法，将地理情境类型（如直观型、过程模拟型、数

据图表型、概念模型型、ＶＲ／ＧＩＳ型）与问题链认
知层级（如记忆／描述、理解／解释、应用／分析、综
合／评价）对应起来并展开分析［５］。

主题１（赏湘江地貌）：通过卫星影像与景观
图识别地貌类型，培养学生的要素综合能力。其

核心目标是以乡土景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借助

直观材料降低认知门槛，从而培养学生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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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教师利用真实景观图帮助学生建立感性认

知，再结合数据图表（如雨量图、岩性图等）分析

影响因素，进行从现象到要素关联、从宏观到微观

的递进式分析，培养学生要素综合思维能力，为其

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主题２（析湘江奥秘）：借助动态示意图与模
拟实验分析地貌演化机理，以强化学生时空综合

能力。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动态模拟和抽象模

型，将直观现象升华为规律性认知，推测河流袭

夺、曲峡、江心洲等地貌的演化过程，培养学生时

空综合能力。

主题３（用湘江之宝）：结合河道变迁数据与
农业开发案例，引导学生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建议，

帮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其核心目标是借助真

实数据和虚拟技术解决复杂问题，培养学生区域

综合能力与人地关系协调能力。

表５　赏湘江地貌（初级·现象识别）

问题链 情境模型 情境材料 认知层级 设计逻辑

①描述流水地貌的形态特征，

并比较其差异
直观型 卫星影像图＋景观图 记忆／描述

通过真实景观图直观观察地貌

形态，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

②说出流水地貌形成的影响

要素

直观型＋数据图

表型

景观图＋雨量图＋岩

性图
理解／解释

在直观观察的基础上补充相关

数据，进行关联要素分析

③指出蓝山大峡谷、橘子洲形

成的主要条件
直观型 景观图 理解／解释

从物质条件和动力因素两方面

进行归纳

表６　析湘江奥秘（中级·原理分析）

问题链 情境模型 情境材料 认知层级 设计逻辑

①分析瀑布形成过程，推测河

流袭夺演化
过程模拟型

瀑布动态示意图＋河

流袭夺动画
理解／解释

动态展示溯源侵蚀与袭夺的时

空演变过程，强化因果逻辑推演

②运用横向环流的原理说明

凹凸岸形成过程
过程模拟型

水流模拟动画＋弯道

环流离心力实验
理解／解释

利用实验验证和动画抽象化原

理，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能力

③推测橘子洲形成过程 概念模型型
水系图＋地质剖面图＋

沉积速率图
分析／应用

结合空间分布（水系）与时间序

列（沉积层），构建“沉积—抬

升—侵蚀”概念模型

④分析多级阶地形成过程 概念模型型
河漫滩地质剖面图＋

地壳抬升速率图
分析／应用

将抽象的内力作用与阶地形态

关联起来，构建逻辑模型

⑤推测曲峡演化过程 概念模型型

潇水曲峡（宁远至道

县段）视频＋曲流演变

为曲峡的动画

分析／应用

分析曲流演变为峡谷过程中流

水侵蚀与地壳抬升发挥的作用，

引导学生形成系统思维

表７　用湘江之宝（高级·应用迁移）

问题链 情境模型 情境材料 认知层级 设计逻辑

①探寻河流地貌的分布规律 数据图表型
湘江全流域地貌类

型图
分析／应用

通过空间数据分析归纳规律，深

化学生区域认知

②分析人类活动对湘江曲流

（衡阳段）的影响
数据图表型

１９４７、１９６４和 ２０００年

土地利用数据＋河道

变迁数据

分析／应用
对比历史影像与数据，量化人类

活动对河道的影响

③综合评价白沙洲农业开发

现状，并提出改进建议
ＶＲ／ＧＩＳ型

白沙洲遥感影像＋土

壤墒情／洪水频率 ＧＩＳ

图层

综合／评价

综合考虑自然要素（洪水风险）

与社会效益（农业效益数据），引

导学生进行空间决策

④推测东江水电站对下游地

貌的影响并针对现有问题提

出对策

概 念 模 型 型 ＋

ＧＩＳ型

水电站建设前后流量

数据＋下游侵蚀／沉积

模型

综合／评价

结合工程参数（如拦沙率）与地

貌响应模型，对人地关系进行

评估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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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关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

题：①根据材料分析都江堰内江与外江的河床特
征；②阐释都江堰“四六分水”的原理；③说明都
江堰内江进入灌区泥沙较少的原因。

３．２　实践反思
一是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在“赏

湘江之貌”子主题学习中，学生能够从类型、坡

度、高度、宽度、物质组成等角度准确描述流水地

貌的形态特征，并分析气候、岩性、水文、植被等要

素的协同作用。课堂评价显示，８５％的学生能列
举３个以上影响地貌形成的要素（如岩石抗蚀
性、降水、侵蚀等），显著提升了学生要素综合能

力。在“析湘江奥秘”子主题教学中，教师通过动

态模拟实验（如瀑布后退动画、离心力实验等）帮

助学生理解地貌演化机制。９０％的学生能运用横
向环流原理解释凹凸岸差异，并迁移至都江堰

“四六分水”案例，实现了从现象观察到原理应用

的思维跨越，知识系统整合能力和时空综合能力

得以显著提升。借助ＧＩＳ图层分析白沙洲农业开
发风险时，学生不仅能提出“退耕还湿”等生态保

护措施，还能结合洪水频率数据进行量化决策，且

８５％的解决方案达到ＳＯＬＯ分类理论“关联结构”
及以上水平（其中６０％为“抽象扩展”水平），这表
明学生的多尺度分析能力和区域综合能力得到切

实提升。

二是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与高阶思

维发展水平。教师依托科学设计的情境化问题

链，构建清晰的认知梯度，既覆盖《课程标准》要

求培养的核心素养，又通过乡土案例有效激发学

生的探究兴趣。课堂观察表明：９０％的学生能全
程投入小组讨论，并提出延伸性问题。例如：在离

心力实验中，学生主动探讨“曲流半径与侵蚀速

率的关系”；在“橘子洲形成过程”探究活动中，学

生不仅能从水动力原理角度分析其成因，还能拓

展思考人类活动及生态环境变化对橘子洲的影

响，并预测未来可能的演化趋势。学生的这些表

现均超越了预设教学目标。根据 ＳＯＬＯ分类理
论，６０％的学生达到“关联结构”及以上水平（如
综合运用间歇性地壳抬升与河流下切解释多级阶

地的形成）。

三是帮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在“用湘江

之宝”子主题学习中，学生将自然规律与可持续

发展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分析了东江水电站对下

游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并提出“生态流量调控”

“人工补沙”等对策。课后调查数据显示，８２％的
学生认同“人类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的观点。

３．３　优化思考
一是优化问题链设计。教师应进一步提升地

理情境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部分高阶问题（如

“曲峡演化”）的讲解多依赖抽象概念模型，导致

学生因缺乏实地考察经验而产生理解障碍。教师

可引入ＶＲ（如潇水曲峡三维建模），以增强学生
的沉浸式体验和时空动态感知。同时，教师应加

强问题间的逻辑衔接。目前，少数学生在“原理

分析→应用迁移”过程中出现思维断层。例如：
仅４０％的学生能自主将湘江橘子洲河段“阶地形
成原理”迁移至“城市开发风险评估”。鉴于此，

教师可增设“阶地坡度与建筑稳定性关系”的过

渡性问题，帮助学生建立逻辑关联。

二是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当前，信息技

术辅助教学仍存在局限性：ＧＩＳ分析技术对硬件
要求较高，在资源薄弱学校难以推广，须改用开源

平台（如ＱＧＩＳ）或简化数据（如仅对比两个年份
的河道变迁）。部分地理教师跨学科素养有待提

升（如横向环流实验涉及物理学知识），难以深入

开展大单元教学。学校应加强对任课教师的跨学

科培训，并积极开发配套微课。

三是完善评价体系。当前，基于 ＳＯＬＯ分类
理论的教学评价偏重思维结果，其对思维过程性

表现（如小组合作中的贡献）的评估尚有待细化。

教师可引入思维可视化工具（如概念图、流程

图），动态追踪学生的思维路径。针对部分认知

水平较低的学生（如处于“单点结构”层次的学

生）在高级问题中参与不足的问题，教师可设计

分层任务（如为基础薄弱学生提供关键词提示）。

研究表明，采用“三环六步法”构建的大单元

问题链能有效提升学生综合思维水平，但需要教

师持续优化情境创设、工具运用及评价设计，并通

过量化数据验证教学效果。未来可深入探索“双

师课堂”（如地理教师与物理教师协同教学）和

“智慧学伴”（如 ＡＩ个性化提问）等创新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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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更多元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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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ａｓｅｏｆ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ｕｎｉ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ｈ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ｕｖｉａ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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