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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地球科学实验室　构建开放性实验活动
——专访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地理教研组组长施双艳

编者按：实验室是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品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高中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特别是创新人才培养

的新载体。随着学科实验室的建设得到了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地理学科实验室也收获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不少具

有校际特色的“典型实验室”。我刊特推出了本专题，通过走访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地球科学开放式重点实验室，并组

织江苏、辽宁等地地理实验室教学应用案例直观反映各地在地理学科教育及实验室构建的情况，引发关注与交流，共同

促进地理实验教学。

□本刊记者  赵　媛  张　鹏  裴　俊

　　北京市教委于 2012 年启

动了北京市普通高中开放式

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全市

共有 50 余所高中开展了重点

实验室建设工作。其中，首

都师范大学附中永定分校创

新性地构建起了全市唯一一

个以地理学科为基础和服务

对象的地球科学开放式重点

实验室，并于 2015 年年初建

成并投入使用。该校地理教研组组长施双燕老师作为负

责人，组织参与了该实验室从规划设计、研讨筹备、搭

建配置、到教学应用的全过程。

　　设计构建：结合已有教育特色　明确学科教学方向

　　施双艳老师说：“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

强的学科，作为地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我在尽可能

地寻找机会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感悟地球科学的魅

力。然而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将所有地理教学都放

到野外，于是拥有一间地理专业教室就成为我的一个

梦想。近两年，在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使梦想变为现实了。”

　　学校先后走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高等院校

实验室和科普场馆，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行模

式，同时根据地理学科教学的侧重和高中学生的学习

的特点，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对实验室的构建进行

了初步设计。并最终确立了兼顾教学和科研多种功能，

既突出地理学科前沿——着眼未来，又注重学生地理体

验和实际操作，尽可能多地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和教学

需要的设计理念。

　　根据地球科学的内涵和学校特色，将地球科学实

验室分为天文科普室、普通地质实验室、地质构造模

拟室、气象探究室、地质灾害科普室，既能满足教学

要求，又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平台。

　　1. 天文科普室

　　学校已拥有了一座现代化的天象馆，针对高一学

生定期播放天文影片，丰富学生的天文知识。为了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实验室设计中

增加了一间天文教室，补充了天文望远镜、九星称重仪、

透明天球仪等相关天文设备，为爱好天文的学生提供

探究的场地。

数字星球学生活动

　　2. 普通地质实验室

　　为了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现象，激发山区学生的

求知欲和研究意识，实验室结合门头沟区域特色，参

考中国地质博物馆，设计了地质学专业教室。在教室

墙上摆放各种岩石矿物标本，帮助学生了解认识岩石，

并引进了两台透、反两用偏光镜，帮助学生认识岩石

矿物的微观世界。

　　3. 地质构造模拟室

　　内外力作用是中学教学的一个重点，但是由于时

间、空间尺度比较大，学生们理解有些困难，因此设

计了内外力作用模拟台，帮助学生理解褶皱断层，流

水侵蚀与沉积等地貌。

施双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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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气象探究室

　　气象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也是高中学习的重

点。学校引进了探究热力环流实验活动套装、探究锋面

实验活动套装、验证温室气体实验套装等，学生可以通

过做实验，进一步了解身边的地理现象的成因，并尝试

做出解释。

　　5. 地质灾害科普室

　　学校作为门头沟区地震示范校，每天不间断的监测

地应力，并上报北京市地震局。为了继续延续这一特色，

普及地震相关知识，设计了地质灾害科普室。

 　　在实验室正式配建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波折。

例如，由于产品和技术局限一些很好的教育设计无法实

现；有些适合的国外先进的设备设施也无法被引进；国

内相关装备领域同质化产品较多，质量不高。为了克服

这些困难，施双艳老师与很多企业进行了沟通，最终确

定由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教启星负责搭建，在先

进的技术辅助和丰富的资源配套下，克服了很多困难，

基本实现了学校对于实验室的所有设想。

　　教学应用：兼顾教学与科研　开发课程　培养人才

　　实验室的最根本功能是辅助教育教学的开展，因此

丰富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

有效提升学习成绩依旧实验室的重要功用。地理教研组

教师均根据教学需求与进度，将一定比重的地理课开到

了实验室中，让学生在体验操作中理解和巩固所示知识。

除此以外，实验室还兼具研究性学习、创新人才培养、

校本课程开发、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多种功能。

　　1. 开展研究性学习

　　学校最为传统的研究型学习项目就是“地震监测”，

已坚持开展二十余年。学校师生每天坚持观测记录，为

地震局分析地壳变化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地球科学实验

室建成后，进一步探索地震相关原理，开展研究型学习

活动，培养学生开放思维。

学生开展关于地震方面的研究型学习

　　2.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实验室结合学生特点，开展了适合高中学生的研究

型实验、模拟实验以及自主研修课程等，让更多的学生

尤其是在地球科学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有机会在高

中学习阶段亲身经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科研过程，向创

新型人才不断迈进。

　　3. 开发特色校本课程

　　教师以地球科学实验室为依托，最大限度地利用学

校的资源，加强对门头沟区地质地貌等资源的开发，根

据不同学生的学习层次和能力，积极开发丰富多彩的校

本课程，如神秘的宇宙、地质学、水文学、气象学等，

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4.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鼓励教师以“地球科学”为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

为目的，积极进行特色校本课程开发和实验研究，发挥

市、区级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

养和科研意识。积极聘请专家教授对教师进行培训和指

导，引导教师不断学习、发展，向科研型教师迈进，促

成一批高精尖教师队伍的成长。

　　辐射作用：面向全市开放 在参观交流中共同提高

　　作为北京市开放重点实验室，学校不光面向本校全

体同学开放，跨班级、跨年级、跨学校组成研究小组，

也一直在加大实对外开放与资源共享力度，强化实验室

在京西地区的辐射作用，加强学校间、教师间、学生间

的交流与学习。定期邀请天文、地质、气象等领域的专

家开展专题讲座活动，丰富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科

研意识。同时邀请校内外学生参加，在推广和普及科技

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刚刚结束的“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合作共同

体 2015 科学年 • 科学嘉年华”活动上，学校作为本次

活动的主办校就又一次迎接了区县教育部门领导及 9
所合作校师生的“参观检阅”。学生通过现场动手操作，

向参观嘉宾展示了他们在应用地理实验室资源进行学

习的过程和成果。

　　学校实验室配备了各种先进设施，覆盖了天文、

地质、气象、水文、土壤等多个领域，能最大限度满

足中小学生需求，可开展多种多样的地球科学实验探

究项目，推动了学校特色化发展。依托区域优质的地

质资源，服务于北京市普通高中地球领域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成为首都基础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的重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