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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地理课堂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
研究

王惠飞

深圳市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地理核心素养是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体现，是落实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号召的响应。《普通高中地理课

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教学设计、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应围绕地理核心素养的落实。本文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

视角，设计的基于合格性水平级别的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并通过课堂实践，说明其实施方式和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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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版新课标指出高中地理课程的目标是通过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

学与评价建议”中倡导“更多地运用学生思维结构评价、

表现性评价等”方式，用评价引导学生在地理学习中学

会认知、学会思考、学会行动，真正走向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1]。目前，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较

多，教学评价很少。本文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制定了基

于合格性水平级别维度的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并通过

在必修一《大气的受热过程》在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

中学高一7班课堂实施，确定其基本的实施方式，了解

学生在课堂表现中存在的优势及问题。

一、高中地理常规课堂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制定

课堂学生表现性评价是指通过观察记录学生在课堂

教学中解答实际任务时的表现来评价学生能力的一种评

价活动。量规是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技术，

表现性评价量规是课堂表现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课

堂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的合理设计可以通过对学生的

学习行为进行有效评价，进而促进教师“教”与学生

“学”行为的改进。

高中地理学科包含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

力和人地协调观四大核心素养，共划分为水平1至水平4

四个层次。其中，水平2、水平4分别体现了对学生学业

“合格性”和“选拔性”两个维度的考查。在课堂的学

习行为分类方面，目前国内已有的分类结果主要有：符

号性学习、观察性学习、操作性学习、交往性学习和反

思性学习[2]。结合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及学科特色，本文

把地理课堂行为表现划分为：言语书写能力表现、观察

能力表现、操作能力表现和交往能力表现，每种行为表

现又包含4-5类表现方式，具体见表1。

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生课堂表现指标，本论

文制定了高中地理常规课堂“合格性”水平级别学生表

现性评价量规（见表1）。

表1  高中地理常规课堂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水平2—合格性水平）

课题：												执教教师：												评价者：												班级：												上课时间：

素养目标 评价内容（以二级水平表现为例） 表现方式
水平评价（教师评）

有待提高 达标 优秀

地对人的影响

A.运用观点或绘制图表，简单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

影响。
B.观察图表、视频、实验等，简单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

积极、消极影响。
C.通过作品展示、设计实验等，简单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

的积极、消极影响。
D.通过合作交流等，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对地的影响

A.运用观点或绘制图表，辨识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的主要方

式，简单分析其具体影响。
B.观察图表、视频、实验等，辨识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的主

要方式，简单分析其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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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题：												执教教师：												评价者：												班级：												上课时间：

素养目标 评价内容（以二级水平表现为例） 表现方式
水平评价（教师评）

有待提高 达标 优秀

人对地的影响

C.通过呈现数据、作品展示、设计实验，辨识人类活动影响地

理环境的主要方式，简单分析其具体影响。
D.通过交流合作等，辨识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的主要方式，

简单分析其具体影响。

人地协调

A.运用观点、绘制图表，辨识自然地理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作

用的主要方式，初步意识人地问题。
B.观察图表、视频、实验等，辨识自然地理要素与人类活动相

互作用的主要方式，初步意识人地问题。
C.通过呈现数据、作品展示、实验等，辨识自然地理要素与人

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初步意识人地问题，理解人地协

调发展。
D.通过交流、合作等，辨识某些自然地理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作

用的主要方式和结果，意识到人地关系问题，理解人地协调发展。

综合思维

A.运用观点、绘制图表，简单分析多个要素相互关系；结合时

空变化，简要解释地理事象发生发展。
B.观察图表、视频、实验等，简单分析多个要素相互关系；结

合时空变化，简要解释地理事象发生发展。
C.呈现数据、作品展示、实验等，简单分析多个要素相互关

系；结合时空变化，简要解释地理事象发生发展。
D.通过交流合作等，简单分析多个要素相互关系；结合时空变

化，简要解释地理事象发生发展。

区域认知

A.运用观点或绘制图表，辨识区域位置、自然要素分布及特

征、某产业的区位因素，简单解释区域开发利用决策利弊。
B.观察图表、视频和实验等，辨识区域位置、自然要素分布及

特征、某产业的区位因素，简单解释区域开发利用决策利弊。
C.呈现数据、作品展示、实验等，辨识区域位置、自然要素分布

及特征、某产业的区位因素，简单解释区域开发利用决策利弊。
D.通过交流、合作等，辨识区域位置、自然要素分布及特征、

某产业的区位因素，简单解释区域开发利用决策利弊。

地理实践力

A.运用观点、绘制图表等，对地理事象作简要解释。
B.实地调查、观察实验过程中，能够进行较为细致的观察，目

标较为明确，态度积极，踏实认真。
C.收集信息、呈现数据、展示作品过程中，能独立思考，求真

求实，对地理事象作简要解释。
D.与他人合作交流，灵活运用知识，对地理事象作简要解释。

总评				比较擅长的表现有：__________________，还需要改进的表现有：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发展最好的素养有：__________________，未来还需要发展的素养有：__________________。		

课堂学习行为分类编号

表现类型														表现方式					

言语书写表现		A1口头发言		A2绘制图表		A3观点书写		A4构建思维导图		A5书写收获、困惑

观察能力表现		B1观察图表		B2观察视频		B3观察实验		B4观察文字材料

操作能力表现		C1设计实施实验	C2表演、扮演		C3作品制作展示		C4信息技术使用

交往能力表现		D1质疑、辩论		D2讨论、分享		D3与他人合作
使用说明（适用于高一）

首先对观察对象进行编号，以便于处理、分析数据；其次结合活动主题，确定观察目标内容；接着，观察学生在该

目标中的表现，进行填写，结合标准进行层次判断，勾选。最后得出评判结果，给予相应的改进建议。

水平评价：仍需努力（即1级或以下水平），良好（即2级水平），优秀（即超过2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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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在高中地理常规课堂的实施

在课堂中开展学生表现性评价研究的前提是设计基

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活动

与教学评价，下面是本节课的课标、教学目标、教学活

动设计和实施及学生表现性评价开展的具体实施过程。

1.课标解读及教学目标制定

课程标准解读：本节课的课标是：“运用示意图等，

说明大气受热过程原理，并解释相关现象。”课标中的行

为条件是“运用示意图”；行为动词是“说明”和“解

释”，要让学生达到理解水平；行为内容为“大气受热过

程原理”和“相关现象”，这是本节课的核心内容。

地理学科共包含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

和地理实践力四大核心素养。本节课重点在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和人地协调观上有所体现。

基于课标和核心素养，结合教材、我校高一学生学

情和资料，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以下两方面。

①	运用示意图，说明大气的受热过程原理，培养学

生的综合思维素养。

②	运用原理，解释地理现象，增强学生地理实践

力，初步树立人类活动应与自然相协调的素养。

2.教学活动设计及课堂实施过程

结合教学目标，本节课设计了情境导入和两个探究

活动，以便开展课堂实践，对学生表现进行评价。

在情境导入环节，请同学们观看视频《闯关东》中

烟熏农田环节，通过设置“视频中主人公们在做什么”

和“为什么这样做？”两位问题激发学生兴趣，也为后

面解释相关现象进行了铺垫。

活动1，本节课示意图等情境材料，采用问题式教

学法，通过小组合作方式，探究大气受热过程原理。活

动1共设置了2个环节，分别说明了“大气对太阳辐射的

削弱作用”和“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原理。

环节1

示意图

等材料

材料1：太阳辐射波长分布																													材料2：吸收、反射和散射三种削弱作用基础知识补充	

																			

																																		图1		太阳辐射的波长分布																													图2		吸收、反射和散射原理图			

材料3：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示意图

图3		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示意图

问题

结合材料，采用问题式教法，设置4个问题引发思考：

1.大气的哪些成分通过哪些方式削弱了太阳辐射？

2.经过削弱后，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比例是多少？

3.说出图中C、D、E、F各环节含义。

4.解释下列生活中的地理现象。①为什么日出前的天空是明亮的？②为什么晴朗的天空呈现蔚蓝

色？③为什么各国交通都规定“红灯停”？

课堂实

践过程

学生分组对问题进行探究，小组成员采用先自主学后合作交流探讨的方法，再请小组长分别展示

其成果，不同小组间对成果进行质疑并纠错，教师结合学生成果分别对三种削弱方式比较、各环节比

例、生活中的一些地理现象等问题进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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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2

示意图

等材料

材料1：同学观看PPT，阅读旧教材中大气对地面保温作用补充的基础知识，见图4。

材料2：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示意图，见图5。

问题

阅读教材、结合材料，本环节同样采用问题式教学法设置了4个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图4		PPT中保温作用基础材料补充																																				图5		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示意图

1.说出图中I、K、J、H、G各环节含义，并指出太阳辐射、G、I分别是长波或短波辐射。

2.对三个箭头发生的先后进行排序。			

3.推测对地面起到保温作用的环节。

课堂实

践过程

本环节采用与环节1相同的课堂实践方法，教师对学生成果进行小结。图中I、K、J、H、G各环节

分别指地面辐射、地面热量散失、被大气中的水汽和CO2吸收的地面辐射、大气辐射、大气逆辐射。其

中，太阳辐射是短波辐射，地面辐射和大气逆辐射是长波辐射。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太阳辐射、地面辐

射、大气逆辐射。对地面起到保温作用的环节是大气逆辐射。

在活动1中，学生结合问题对示意图等情境材料进

行思考，说明的大气受热过程中包含的“大气对太阳辐

射的削弱作用”和“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两个原理，

培养了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活动2，本节课采用经典案例“烟熏法”、“温室大

棚”和“月球上昼夜温差”，让学生运用大气的受热过程

原理，解释相关地理现象。

烟熏法

问题

这个地理现象请同学们回顾本课导入视频，思考问题：

1.土地越来越凉，是因为地面散失热量情况如何？意味着大气逆辐射强还是弱？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晴天和阴天的晚上较容易出现霜冻的是？原因是？

课堂实践过程

这里采用让学生自主思考回答问题的方法，通过生生交流、师生交流方式进行小结。土地

越来越凉，说明地面热量散失严重，大气逆辐射减弱。晴天较容易出现霜冻，晴天夜晚云层少，

对地面保温作用弱，近地面气温低，易发生霜冻。

温室

大棚

问题

结合图片，解释温室大棚原理。

图6		温室大棚图片

课堂实践过程
这里采用和“烟熏法”现象相同的教学方法对问题进行小结。塑料薄膜、玻璃能让太阳短

波辐射透射进来，而地面长波辐射却不能透射出去，从而使热量保留在大棚或温室里。
月球昼

夜温差

问题 解释月球上昼夜温差大的原因。

课堂实践过程 这里采用和“烟熏法”现象相同的教学方法对问题进行小结。

在活动2中，让学生运用大气受热过程原理，对三

种地理现象成因进行解释，培养了学生运用原理解释地

理现象的地理实践力。同时，通过对“烟熏法”、“温室

大棚”原理的解释，初步树立了人类活动应与自然环境

相协调的人地协调观素养。

3.学生表现性评价量规课堂实施与评价结果

本文量规采用了整体性评价，即听课老师从整体上

对学生的表现或行为进行评分。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

中学基础总体较好的高一7班的具体实施中，在课前在

量规中选出本节课的评价内容。如：活动1环节从A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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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D2 方面对综合思维素养进行评价；在活动 2中，分

别从A1、A3和B2对地理实践力和A1对人对地的影响进

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发现，同学们在活动 1 中的

表现比较好，语言表述准确，学生善于合作、交流，能

够根据材料说明大气的受热过程原理，但学生缺乏质疑

素养。在活动2中，学生通过“烟熏法”、“温室大棚”

可以初步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改造要与自

然协调的素养。学生观察视频细节能力较强，可以粗略

解释三种地理现象的成因，但在用言语或书面表达观点

时，表述不严谨，用词口语化、不准确。这也反映出，

在教学中，老师在课堂中应对学生加强地理专业术语的

培养，同时，也要培养学生善于质疑，提出问题的能力。

三、反思小结

经过课堂实践，我们还可以发现，常规课堂表现

性评价量规基本上可以较好地对学生在地理学科“合

格性”水平级别的四大核心素养和学生言语表述与书写

规范、观察能力、操作能力和交往能力等课堂表现方面

进行评价，可以评价学生已有的学习成果，有利对教师

“教”和学生“学”的促进。但本文主要是基于合格性

水平级别设计的评价量规，对于选拔性水平级别的量规

设计仍需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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