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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高中地理教学评价的研究

———以必修( 1) “宇宙中的地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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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高中地理教学评价要努力实践新课程评价的基本理念;地理教学评价的实践操作, 应遵循地理

教学评价的标准,包括地理课程标准 、考虑区域背景差异;地理教学评价的方法是质的评价与量的评价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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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地理教学评价的理念

地理教学评价是根据一定的地理教育目标, 运用多种科

学可行的方法和手段来系统地收集 、分析 、整理信息资料,对

地理教学活动中的对象 、过程以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 从而

为学生全面发展和教育决策服务的过程
[ 1]

。本轮课程改革

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 。从课程改革核心理

念出发,新课程的评价理念是“发挥评价以促进学生发展 、教

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 2]

。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

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 了解学生

发展中的需求,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建立自信 。发挥评价的

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
[ 3]

。新课程要求教

学评价要注重学习过程评价和学习结果评价相结合 。强调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

合 、反思性评价与鼓励性评价相结合 。实现评价目标多元

化,评价手段 、评价形式多样化 。新课程倡导的评价理念应

是地理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 。

　　二 、地理教学评价的标准

1 .地理课程标准

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环境下,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并不

难,难在要使课程标准真正发挥作用 ,成为教材编写 、教师教

学和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依据
[ 4]

。事实上, 这次课程改革的

诸多理念都凝聚在标准上,如果在评价和标准之间迟迟不能

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将使我们的评价和标准都无所依托
[ 4]

。

因此,地理课程标准应作为地理教学评价最基本的依据, 如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必修( 1)中“宇宙中的地球”部分提出下列

要求
[ 5]

:

( 1)描述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运用资料说明地球是太

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

( 2)阐述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

( 3)分析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

( 4)说出地球的圈层结构,概括出各圈层的主要特点 。

课程标准是对学生培养目标的表述, 是对地理学习达到

预期结果的要求 。这些结果是可以描述和评估的 。“宇宙中

的地球”在基本内容上既包括学习天体 、天体系统 、恒星 、太

阳黑子 、耀斑 、太阳辐射 、地方时 、地转偏向力 、黄赤交角 、正

午太阳高度等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也包括运用资料比较 、

分析 、说出 、解释等方式, 掌握学习研究“宇宙中的地球”相关

问题的地理技能 、地理科学方法及探究活动, 还要求通过本

部分的学习,养成从现象分析成因 、探求事物发展变化内在

原因的观念,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科学的宇宙观和

自然观,促进学生地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 。

2 .结合区域背景

我国沿海与内地 、山区与平原 、农村与城市等不同地区,

在自然条件 、区域发展, 文化背景 、师资力量及课程资源等方

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这必然影响着高中地理的教

与学 。如果用同一标准要求所有的学生, 显然有悖于学生本

位的发展观 。地理教学评价应在遵循国家课程标准, 不降低

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把结合区域背景作为确定评价的基本依

据 。一般情况下, 对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地理教学评价的基

本标准, 应当适当高于地理课程标准;经济欠发达地区, 应尽

量体现地理课程标准,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 。

　　三 、地理教学评价的方法

量的评价是指将那些能够通过直接量化的 、并且确实存

在量化途径的评价指标进行量化的评价方式
[ 6]

。质的评价

是以人文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受“实践理性”和“解放理性”支

配, 力图通过自然的调查, 全面充分地提示和描述评价对象

79

第1 期

2008 年 2月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Journal of Tianji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o.1
Feb.2008

DOI :10.16137/j.cnki.cn12-1303/g4.2008.01.030



的各种特质 ,以彰显其中的意义, 促进理解
[ 6]

。真正完美的

教学评价,应当是质的评价与量的评价相整合的评价
[ 6]

。

那么,如何做好量的评价与质的评价的整合呢 ? 可以应

用模糊数学的方法, 把质的评价转化为量的评价
[ 7]

。对诸如

“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评价项目采用等级分值

(如用五级等值) 转化为模糊的量化评价, 然后与“知识与技

能”一起构成一个多维的数值图像 。例如,确立知识 、技能 、方

法 、态度四个维度,根据学生学习中的表现和测试等, 给各个

维度各确定一个等级数值, 由这组数值构成一个四边形折线

图像, 以这个四边形的面积表示其学习的总体情况,并配以简

短的文字说明(简练而又能高度概括的 、鼓励性的 、可操作性

的语言,重点是说明该学生在地理学习中应努力的方向,学习

中应采取的方法等) , 在大致勾画出每个学生在地理学习中的

基本特征的同时, 也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 。

在高中地理新课程教学评价中, 应从传统的重 “双基”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的评价走向重“四基”(基础知识 、基本

技能 、基本方法 、基本态度)的评价
[ 8]

。

1 .地理知识理解与应用的评价

地理知识是学生地理能力培养和地理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形成的基础,对学生地理知识的理解与应用的评价, 应主

要看学生理解能力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运用已学知识的能

力 。理解能力的评价主要看学生对地理概念 、原理 、规律 、理

论的表述情况;知识运用能力的评价主要看学生能否激活所

存储的已学知识,能否将相关知识迁移到具体情境之中 。评

价时可设计以下问题:( 1)向同学和老师列举你所熟悉的天

体或天体系统名称, 并与他们交流, 说明它们被称作天体或

天体系统的原因 。 ( 2)读“太阳外部结构示意图”, 说出太阳

黑子 、耀斑的含义及它们对地球的影响 。 ( 3)读“地球自转角

速度和线速度示意图”, 说出地球自转的方向 、周期 、速度及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 ( 4)读“地球公转示意图”, 说出地球

公转的方向 、周期 、速度及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 ( 5)读“冬

至日 、夏至日 、春分日 、秋分日全球昼长和正午太阳高度角示

意图”, 说出形成四季和五带的主要原因 。

2 .地理技能形成与应用的评价

地理技能是学生在学习地理过程中的行为操作方式 。

学生地理技能形成与应用的评价,应主要考查学生对各种地

理技能的功能 、方法和要领的掌握程度,选择应用地理技能

的合理程度,运用地理技能的熟练程度,以及应用地理技能

所取得的学习和研究成果的正确程度和实际价值 。评价时

可设计以下问题:( 1)读“天体系统示意图”和 “太阳系示意

图”, 解释地球上存在生命物质的条件 。 ( 2)读“黄赤交角示

意图”,解释由于黄赤交角导致了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 。

( 3)读“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示意图”, 与同学和老师交流, 概括

出各圈层的主要特点 。

3 .地理科学方法掌握及探究活动质量的评价

地理科学方法是学生地理学习过程的形式和手段, 也是

学生获取地理信息的策略性知识 。对学生地理科学方法掌

握的评价, 应重点了解学生对地理观察 、区域分析综合 、地理

比较等常用地理研究方法的领悟 、掌握状况和运用水平;对

学生探究活动质量的评价,应从学生能否发现和提出地理问

题, 提出问题的假设, 独立思考和解决地理问题, 合理表达 、

交流探究成果等方面进行评价 。评价时可设计以下问题:

( 1)比较分析八大行星的有关数据, 说明地球是太阳系一颗

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 ( 2)读 “地球自转角速度和线速度示

意图”,分析和解释地球自转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分布规律 。

( 3)列举由于地球自转或公转所产生的一些生活中的地理现

象(如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引起正午影子长短的变化等) ,并

与老师和同学交流讨论其成因 。

4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评价

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 主要体现在学习动机 、

学习兴趣 、学习习惯,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地理审美情趣,

关注国家环境与发展现状的情感等方面;同时还应具有了解

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 初步形成正确的全球意识, 可持续发

展意识,关心和爱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

对学生的地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 首先, 要注意

观察学生在日常行为和学习活动中的表现, 收集评价信息,

为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提供依据 。其次, 可以设计一定的

“地理问题解决”,通过比较分析做出判断 。评价时可设计以

下问题:( 1)读“上帝存在吗 ?”材料, 谈谈你对牛顿寻找上帝

的看法 。( 2)读“托勒密的地心说”材料,说出你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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