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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境到底”式的课堂研学旅行教学设计与实施
——以“风沙地貌”一课为例

胡贝加　彭　鹏通讯作者

（湖南省岳麓区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一境到底”是指一个情境贯穿整个课堂，充分挖掘教材，将情境完美的与教材知识链接的教学方式，使教学目标水到渠成地实现。

本文以研学旅行的形式进行情境创设，通过打卡魔鬼城、鸣沙山、丹娘沙丘、听三代人治沙故事将情境链接，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去

学习风沙地貌，认识到地理是源于生活，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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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教学依托具体的真实情境，打破书本和课堂的束缚，

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强化学生的区域认识能力和思维综合能力，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在

实施过程中，缺乏理论指导和具体落实，情景变成“空架子”，

情境单一割裂或者情境仅仅作为新课导入，难以真正地实现“一

境到底”。本文以“风沙地貌”一课为例，用研学旅行的形式探

讨“一境到底”在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和实施。

一、“一境到底”式的课堂研学旅行教学设计

（一）课标解读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20 版）》对本节课的要求是：

通过实地观察或运用视频、图像等资料，辨别风沙地貌，描述景

观的主要特点。因此教学中重点在于根据景观图片说出风沙地貌

类型的名称和景观特点，简单分析风沙地貌和其他自然因素之间

的关系，最后分析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

（二）教材分析

 “风沙地貌”是新人教版必修一第四章第一节常见地貌类型

之一，除了风沙地貌，常见的地貌还包括喀斯特地貌、河流地貌、

海岸地貌。本节教材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介绍了风沙地貌的概念、

分布地区的环境特征以及风沙地貌的组成。从内容上，属于一节

课时的内容；从教学逻辑上，需要明确认识风沙地貌由两种作用

分别形成风蚀地貌和风积地貌，再依次去说明典型地貌的景观特

点和成因。从区域角度分析，只有先掌握好风沙地貌景观形成过程，

才能结合具体情境分析小尺度范围内的风沙地貌形成过程。

（三）教学设计

根据课标的要求以及学生现有认知结构，选择课堂研学旅

行的形式打卡风沙地貌。通过情境设计，将开展魔鬼城（风蚀地

貌）——鸣沙山（风积地貌）——丹娘沙丘（小尺度风沙地貌）——

听三代人治沙故事（人沙共生）的打卡顺序形成“一境到底”的

课堂研学活动，力求寓情于景，寓理于境，内化知识结构，提高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落实核心素养。

（四）教学目标

①通过听三代人治沙故事，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人沙共

治的理念，进而提出防风治沙的具体措施，加深人类活动与自然

环境关系的理解，认同国家“三北”防护林生态工程的战略举措，

提高民族自豪感。

②通过视频引入，让学生定位黄沙漫布电视情境取景于我国

西北典型的风沙地貌，通过将生活常见的情景与地理知识结合起

来，培养学生的区域思维。

③通过打卡不同的风蚀地貌和风积地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分析各种风沙地貌成因，调动起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

（五）教学重点

风沙地貌的概念和分布区的环境特点、认识常见的风沙地貌

的特征和成因。

（六）教学难点

风蚀蘑菇的成因、雅丹地貌的发育演变过程、辨别新月沙丘

的迎风坡和背风坡、沙丘链的走向和风向的关系、沙丘的危害以

及措施。

（七）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新课导入 教师：教师播放“东宫” 小视频，剧中

小枫坐在沙丘上，黄沙漫步，坐等意中

人。教师顺势带领学生进入设定的情境，

带领学生打卡风沙地貌，引导学生进入

情境分析西北敦煌风沙地貌形成的自然

环境。

情境设问：①小枫的家乡（西北敦煌）

风沙地貌形成的自然环境？

通 过 电 视 小 剧

场， 使 学 生 快

速 进 入 设 定 的

课 堂 研 学 情 境

中， 提 高 学 生

注 意 力 和 学 习

兴 趣， 激 发 学

生学习动机。

情境一：

魔鬼城

土著（学生饰演）：讲述魔鬼城命名背

后的故事，带领学生打卡魔鬼城（播放

魔鬼城视频），向学生明确魔鬼城是典

型的风蚀地貌，土著和学生互动，根据

地貌形态特点发挥想象力给各种地貌命

名，从而认识并识别各种典型的风蚀地

貌景观。

情境设问：①风蚀蘑菇的特征是怎样

的？风蚀蘑菇是如何形成的？②描述雅

丹地貌的特征，判断雅丹地貌走向和风

向的，并推测雅丹地貌发展演变的过

程？

教师：教师展示雅丹地貌发育演变示意

图，介绍一万年前此地还是汪洋大海，

随着气候变化，水进水退，发育了上下

叠加的泥岩层和沙土层，引导学生整合

西北地区的气候特征、风力侵蚀作用，

探讨雅丹地貌的发育演变过程。

通 过 角 色 扮 演

教 师 担 任“ 导

演”， 学 生 担

任“ 演 员 ”，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兴趣和参与度，

同 时 锻 炼 学 生

的 表 达 能 力，

体 现 学 生 为 主

体。 通 过 观 察

风 蚀 蘑 菇 和 雅

丹 地 貌 景 观，

培 养 学 生 的 地

理 观 察 能 力，

一 系 列 的 问 题

前 后 衔 接， 使

学 生 深 度 参 与

到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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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

魔鬼城

中 去， 准 确 掌

握 风 蚀 地 貌 发

育 演 变 的 成 因

和过程。

情境二：

鸣沙山

导游（学生饰演）：自我介绍，播放鸣

沙山的小视频，带领学生打卡鸣沙山，

强调鸣沙山不是山，而是一座沙丘，是

典型的风积地貌。顺势带领学生欣赏风

力堆积形成的各种沙丘，根据形态特征

互动为各种沙丘进行命名。

情境设问：①描述新月形沙丘的形态特

点，在野外如何利用沙丘的形态判断主

导风向？

②鸣沙山滑沙应该选择哪个坡面打卡滑

沙？为什么要选择此坡面打卡滑沙？

③根据新月形沙丘的风向，探究沙丘链

延伸的方向和风向的关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新月形沙丘两面的

坡度，结合新月形沙丘的示意图、流水

沉积作用等知识迁移运用，简单描述新

月形沙丘形成的原理。

导 游 爬 鸣 沙 山

的 注 意 事 项 的

提 示， 更 加 贴

近 我 们 的 生 活

实 际， 通 过 打

卡 滑 沙 生 活 实

际 出 发， 使 学

生 更 加 深 刻 理

解 风 积 地 貌。

通过细致观察，

探 究 沙 丘 的 成

因 和 沙 丘 链 与

风 向 的 关 系，

培 养 学 生 的 观

察 能 力 和 综 合

思维。

情境三：

丹娘沙丘

教师：完成情境二之后，教师告诉学生

在多沙的河谷地带、植被稀少的沙质湖

岸和海岸，也能看到风沙地貌，将教材

活动题与情境完美链接。

情境设问：①丹娘沙丘所在的河谷特

征？

②推测丹娘沙丘的沙源地？

③丹娘沙丘所在河谷段的主导风向？

通 过 设 计 打 卡

丹 娘 沙 丘， 从

小尺度的范围，

具 体 结 合 风 沙

地 貌 的 形 成 进

行 分 析， 培 养

学 生 的 区 域 思

维和综合能力。

将 教 材 上 的 活

动 灵 活 处 理，

无 缝 衔 接 课 堂

研 学 旅 行， 真

正 地 实 现“ 一

境 到 底” 的 情

景式教学。

情境三：

丹娘沙丘

教师：引导学生仔细对比丹娘沙丘所在

河谷和其他河谷的特征，回忆河谷地貌

的成因和典型特征以及风沙地貌形成过

程，抓住材料关键词，理清楚沙源地、

风向、沙丘的关系。

情境四：

三代人治

沙的故事

教师：播放视频，带领学生听三代人探

寻生存之路的治沙故事。三代人植树种

草是为了将流动沙丘变成固定沙丘，引

出固定沙丘和流动沙丘的概念。

情境设问：“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

是三代人最质朴的愿望。

①请问沙子给古浪县带来了什么危害？

②我们能为郭玺叔叔提供哪些宝贵的防

风治沙的好建议？

③“三北”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的意义？

学生：学生通过听三代人治沙故事结合

自己所学知识，积极探讨风沙的危害。

从防、固等角度，提出防护林、草方格、

石方格、高立式沙障等措施并讲述各措

施的原理。

教师：讲述中国“三北”防护林伟大的

生态工程建设及目前所取得的成绩，用

毛乌素沙地和黄河流域治理等典型例

子，让学生深刻明白“三北”地区生态

建设的意义，让学生深刻明白“三北”

地区治理关键在于“治水之本在于治山，

治山之要在于兴林”。

通 过 三 代 人 把

沙 漠 变 绿 洲 的

使 命 故 事， 让

学 生 感 受 到 人

类 的 力 量， 同

时 更 加 深 刻 体

会 到 自 然 的 敬

畏 感， 从 情 感

上 让 学 生 树 立

人 地 协 调 观 和

人 沙 共 生 的 理

念， 认 同 国 家

守 护 西 北 绿 色

屏 障 的 伟 大 战

略， 增 加 民 族

自豪感。

结束语 那辽远宽广的金黄，不是沙漠，是大西北献给蓝天纯朴

的礼物，随着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区日益增多，生态环

境愈见美好。大自然说：你付出了什么，就会收获到什么；

你对我做过什么，我就会双倍奉还。

三、结语

通过课堂研学旅行的情境设置，学生的积极性、课堂参与度

明显得到提高，可以发现学生的表达力、想象力是无穷的，教师

应当给予学生更多主动权，相信每一位学生的潜能。参与角色扮

演的同学，通过精心塑造角色，了解教师备课流程，更加清楚教

学逻辑，深刻理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根据课堂实践，

要真正实现“一镜到底”的情景式教学，要落实以下四点：第一，

以“角色”体验情景，促进高效互动；第二，以“问题”探究情景，

形成高阶思维；第三，以“信息技术”辅助情境，优化教学流程；

第四，以“书本”创设情境，落实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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