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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习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游婉婷

（梧州高级中学，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项目学习鼓励学生在情境中探究和解决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跨单元学习，更强调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有利于提升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核心素养。高中地理教师要积极组织项目学习，围绕单元教学重难点设计项目主题，鼓励学生自主成立项目小组，

设计本小组项目学习计划书，让学生利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项目任务，提升学生地理实践能力，组织项目成果展示，促进各个小组之

间的交流，开展小组互评、学生自评，激发学生地理学习积极性，全面提升高中生地理课堂项目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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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有条不紊地实施，减负增效成为高中地理教学改

革的主旋律，项目式学习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引导学生进行自

主探究、合作学习，稳步提升高中地理课堂教学效率，落实减负

增效教育理念。高中地理教师要合理确定项目学习主题，指导学

生围绕项目主题进行自主探究，让学生寻找“合作伙伴”，并设

计详细的项目学习计划书，促进学困生和优等生的合作，引导学

生把地理学习和社会实践衔接起来，渗透地理核心素养，让学生

感受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制定人性化项目学习评价标准，

全面提升高中生地理学习能力，稳步提升学生地理成绩。本文以

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三章《农业的区位选择》一课为例，分

析了地理教师组织项目学习的策略，以供广大同仁参考。

一、新课改下高中地理项目学习法流程

（一）合理选择项目主题

项目主题是项目式学习的开端，影响学生项目学习方向，地

理教师要围绕教材教学重难点、社会热点和学生兴趣来制定项目

主题，为学生项目学习奠定良好基础。首先，高中地理教师要围

绕单元重点设计项目主题，在围绕这一主题设计几个不同探究主

题，让学生自主选择分主题。其次，教师要树立跨单元教学理念，

导入一些和新课相关的知识点，引导学生进行复习和课外拓展。

（二）设计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需要师生合作完成，地理教师要明确项目学习

任务，把学科核心素养渗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并围绕主题设计

小组驱动型问题，指导各个小组进行探究，维持项目学习过程纪律。

学生需要先自由结组，成立项目小组，通过小组讨论制定项目实

施方案、明确组员职责、设计项目学习清单，明确每一个环节任务，

保证小组合作顺利开展。

（三）项目小组合作探究

小组合作探究是醒目学习的核心环节，高中地理教师要给这

一环节留出充足时间，提醒学生合理分配小组探究任务、及时记

录合作探究成果，做好项目成果整理，根据小组学习进度调整项

目计划。教师要做好巡堂指导，及时解决各个项目小组在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引导他们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帮助他们明确拓展和

实施方法。

（四）学生项目小组成果交流

高中地理教师要组织项目学习成果展示活动，让各个小组展

示项目计划书、地理实践报告和 PPT 等学习成果，让他们阐述本

小组研究思路，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究了生活中哪些

相似问题，提出了哪些解决策略。此外，教师还要鼓励各个小组

介绍本小组成员各自研究任务，介绍学困生在探究中做出的共享，

增强学困生地理学习自信心。

（五）项目学习评价

高中地理教师要引导学生对项目学习过程进行复盘，组织小

组自评、小组互评和学生自评环节，引导学生反思自己在项目学

习中的表现、收获，注重项目学习过程性评价，激发学生地理学

习积极性。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闪光点，鼓励学困生积极和其他

同学进行交流，做好小组探究学习记录，搜集基础知识点，鼓励

优等生帮助学困生，引导学生扬长避短，提升项目学习效果。

二、项目学习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优势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课堂主体地位

项目学习全程都由学生来主导，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习兴趣、

项目主题来自主设计项目方案，并合理分配小组探究任务，参与

到项目学习每一个环节，主动参与课堂互动，提升地理学习质量。

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把项目主题和社会热点衔接起来，引导

学生结合个人生活经验、互联网素材等进行拓展性学习，增进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学生地理学习能力，

（二）有利于促进各个教学模块的衔接

地理兼具了自然和人文学科属性，涵盖了天文、物理、生物

和化学等学科知识，新教材各个单元之间的衔接比较紧密，项目

式学习可以打破学科和单元之间的壁垒，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

跨模块学习，促进地理各个单元、各个模块之间的衔接。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地理实践力

项目学习可以把地理教学和社会实践衔接起来，引导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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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探究、实践，利用小组合作、小组辩论等方式解决问题，提升

学生地理解题能力。此外，项目学习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引

导学生利用地理知识分析社会热点，例如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和

环境污染等要素，进一步增强学生人地协调发展理念，提升学生

地理实践力和社会责任感。

三、项目学习法在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一）围绕单元教学重点，确定项目学习主题

首先，高中地理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单元教学

重难点和每一课教学重点，再搜集相关社会热点，明确项目学习

主题，结合学生学习兴趣、课后练习题等设计项目探究小主题，

留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其次，教师要精心设计层次分明的项

目学习主题，贯彻由易到难、由课堂延伸到社会的设计原则，把

项目学习主题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利用地理知识

分析生活现象，提升学生地理知识运用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农

业的区位选择》时，可以把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作为项目学

习主题，把分析农业地域形成原因、家乡农业生产现状分析和探

究山东寿光市农业发展条件作为小组探究主题，为各个小组提供

自主选择拓展主题的空间。项目学习主题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农业

区位含义，对家乡农业发展进行探讨，把地理知识和社会实践有

机结合，促进德育教育在高中地理课堂的渗透。此外，教师还要

引导学生围绕项目学习主题进行拓展，鼓励他们自主提出探究小

主题，对项目学习主题进行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热点，关注家乡农业发展，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二）小组合作学习，鼓励学生设计项目方案

地理教师要引导优等生担任项目小组组长，让他们带领本小

组成员探讨项目计划书、项目实施步骤，组员职责和社会热点问

题探究，让学生自主导项目学习，提升学生地理学习能力。有的

小组认为农业区位选择首先要考虑从自然气候，例如降水、气温、

风力和光照等条件，这些是影响农作物、蔬菜、水果等生长的关

键要素，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其次再考虑

社会经济，例如交通、种植技术和城市消费水平等。有的小组则

是对全国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寿光蔬菜发

展的优势，寿光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北邻渤海，属于温带季风大

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干旱，冬季

干冷少雪。寿光蔬菜以大棚种植为主，无土栽培技术比较发达，

蔬菜种类丰富，紧靠多条铁路线、毗邻经济发达的京津冀地区，

有利于蔬菜转运批发。小组项目化学习探究是学生“主场”，教

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搜集社会热点新闻，指导学生利用小组合作解

决地理学习难题和生活小困扰。

（三）展示项目学习成果，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高中地理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自主展示环节，鼓励各个小组展

示项目计划书、小组拓展探究资料、思维导图、项目实施流程和

小组项目汇报 PPT 等学习成果，增强学生自信心。首先，教师可

以鼓励各个小组选派负责人进行展示，利用 PPT、思维导图来阐

述本小组项目学习流程、成果。例如有的小组对南北方农业发展

进行了研究，北方降水季节分布不均匀，季节温差大，多以种植

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为主，南方气候湿润，气温要高于背景，降

水充沛，多以种植水稻、热带水果为主，体现出南北方截然不同

的农业发展模式，因此南北方农业区位影响因素也存在不同。本

小组展示了海南、湖南和吉林三个省份的降水、气温等曲线图，

以及各个省份特色农作物，用这些真实数据论证本小组观点。有

的小组则是展示了山东寿光市蔬菜大棚种植、气候图和交通线路

图，全方位展示了寿光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客观阐述

了寿光蔬菜产业发展模式优点。教师要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对本

小组项目成果进行论证，鼓励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调研，让他们搜

集互联网资料、走访当地农民和农贸市场，提升学生地理实践能力。

（四）组织多元项目评价，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本节课围绕农业区位展开，展现了人地协调发展重要性，以

及农业与经济、人口、交通、技术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激

发学生对家乡热爱，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美好品德。地理教师要

根据各个项目小组表现、探究小主题新颖度、小组默契、成果展

示和德育教育等视角开展评价，组织小组互评、学生自评和自我

反思三个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自我反思能力。例如本次项目学

习主题“农业区位选择”，各个项目小组根据教材提炼出影响农

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并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呈现，再对当地

农业区位选择进行探究，把项目学习和家乡发展衔接起来。小组

之间进行投票，选出小组最佳拓展主题，最佳农业社会新闻探究，

最佳小组成果和最佳发言人等奖项，并给予这些优秀小组奖励，

激发学生项目学习积极性。此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

针对个人在项目学习中的表现、小组探究贡献、社会实践调研等

的表现进行自评，鼓励学生扬长避短，提升学生地理学习能力。

四、结语

高中地理教师要全面渗透项目学习理念，围绕单元知识点设

计项目学习方案，把社会热点、区域地理等融入项目学习中，鼓

励学生围绕项目主题进行深度探究，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地理综合

实践，指导学生进行小组探究、项目成果展示，让他们搜集互联

网相关信息，分析气候、地形、交通、水文等对社会经济、环境

的影响，渗透地理核心素养，提升学生地理项目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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