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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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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    1990年代末，Authorware、flash大行其道  
1.2    2000年以后，OFFICE  系列软件日渐完善
1.3    2003年网络环境下的综合实践活动《常州桥文化研究》，Dreamweaver
1.4    2006-2011 网络环境下的校本课程实施  Google Earth/“常州能否成为航天港”
1.5    2011-2012 增效减负课题《基于交互式电子白板的高中地理教学变革》，普罗米修斯

2.1    2013年，中学地理数字化学习正式启动（常州市第一中学召开现场会，丁伟明、戚宝华亲
临指导）  
2.2    2015-2018，省教研室重点课题《中学地理数字化学习评价研究》 ，特等奖 
2.3    2019年2月，省十三五规划课题《中学地理实践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3.1   2020年12月，全国实验区正式启动
         为未来而学:整体推进“智慧教育”视域下的数字化学习实践探索
3.2   2021.01-04 ，中学地理数字化学习模式研究（进行时）



不足之处：
    1.理论学习不够扎实细致，没有长期有效地进行文献综述工作，对国内外最新研究掌握
不够，对当下领先技术掌握不充分。难免有“井底之蛙”之嫌，也常焦虑于是否偏离方向。
    2.平台软硬件技术不过硬，大多数学校无法实现“评学教一体化”，研究成果推广效果
不佳。
    3.有点无面，区域发展不均衡，薄弱学校自信心匮乏，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力度不够，
导致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数字化学习的“改革红利”。
    4.关注显性课程较多，关注隐性课程较少；关注国家课程实施较多，关注乡土课程和校
本课程较少；关注课堂教学间接经验过多，关注学生直接体验课外实践较少；特色课程研发
几乎是空白，没有形成有省内有影响力的相关项目。



加强理论创新 区域协同发展 研究方法严谨

行动评价积极教学设计精准

二、

提升课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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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初中
校数字化
学习硬件
配备情况
初步摸排

A

B

C

D



学校类别 类似
学校

软硬件设备 特殊优势（地理位置、特长教
师、特殊项目）

拟研究方
向

辐射趋势

A类

常州市
外国语
学    校

硬件类
似学校
暂无

软件类
似学校
有10个
左右

八年级4个班级
七年级所有班级配备希沃白
板，每个学生配备希沃平板

最近版本的希沃白板具有一
定的人工智能要素

地理兼职教研员
赵俊杰（学生处主任）

本校有相关省级及以上课题

基于大数
据的精准
教学和精
准评价

基于大数据
分析的白板
使用，可以
向所有类别
学校辐射。

B类

常州市
二十四
中    学
（本部）

1.明德
2.朝阳
3.一中

1.所有班级配备了非交互式白
板，仅有银幕功能。明德和
朝阳情况较好
2.几个专用教室配备了希沃白
板，同时还有几个牌子的平
板，主要是小蚂蚁平台匹配
的配套平板
3.地理专用教室有AR沙盘等
专用设备

AR沙盘、VR设备
地理专用教室
无相关课题或其他项目
蒋奕珺（大市评优课一等奖）
朱琴茜（数字优课市区一等奖）

AI+OMO

Online-
Merge-
Offline

可以运用在
线直播等方
式，向其他
学校辐射影
响力。



学校名
称

类似
学校

软硬件设备 特殊优势（地理位置、特
长教师、特殊项目）

     拟研究方向 辐射趋势

C类

横林
初中

距市中心较远的学
校
有1/4左右初中校类
似

1.中天实验
2.北师附中
3.横山桥高中
4.戚墅堰高中
（省分）
5.经开区
6.新闸

专用教室购买了
希沃白板，打算
购买一批希沃平
板来推进数字化
学习。

地理学科，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王晓峰，领导重视，
态度积极。
地理教研组长徐晓成，解
题竞赛一等奖。
朱志刚老师是市天文协会
理事。
地理位置：
①光污染较轻区域。
②农村学校，五育融合可
操作性较大

1.校本课程研发
天文学基础（流星
观测）
横山桥高中做为主
站（宁本冉）

2.结合劳动教育，研
发基于数字化学习
平台的劳动教育课
程。

具有较强的
辐射性，

D类

新桥
初中

一半左右的初中
校与之类似

所有教室配备的白
板，基本上没有听
过的品牌，绝大部
分老师不会使用其
交互功能，没有平
板设备，没有地理
专用教室，没有网
络平台。

政策优势 充分运用免费资源，
大力倡导运用极简
主义提升效率与品
质。

研究好了，
有极强的辐
射性和推广
价值。



  教学模式拟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A类学校

01.不同课型

02.不同内容

03.不同学情

新授课

复习课

前测（已经知道啥）——学习建构——检测（学得怎么样）

检测（学得怎么样）——巩固拓展——后测（提升得如何）

不同内容 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

不同学情

发展性任务 多样化迁移 巩固性练习

资优 中间 后进

直观想象 复杂情境 意义协商



概念
驱动

单元
整合

闭环
提升

前测 学习 中测 巩固拓展 后测

A类学校  教学模式拟构建——基于希沃大数据平台的精准评价

智能推送



01

A类学校-常外实践

例如：图层的放大、缩小、移动、叠加

增强学科味



02

A类学校-常外实践

例如：平面到立体展示

           静态到动态演示

突破重难点



03

A类学校-常外实践

例如：多样化的及时检测

学情快反馈



线上融合线下的技术应用策略



B 类学校    AI+OMO教学模式探究                   AR沙盘技术融入地理课程



数字化平台下全球流星观测系统的地理研究性学习初设

相对于市区，横林初中、横山桥高中、

省中分校等学校光污染不算严重，金

坛与溧阳更优。

C 类学校    基于数字化设备与平台的特色课程体系——天文观测、气象观测、环境监测等                  



数字化平台下全球流星观测系统的地理研究性学习初设

重组教学内容

教 学 设 计

1、将《地球和地图》《地球的运动》《地图的阅读》《地形图

的判读》《多变的天气》等相应内容进行有效重组

2、适当增加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学习

3、增加流星观测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

4、模拟观测地的星空情况和特殊天象，提高实际流星观测能力

5、提高学生拍摄水平



数字化平台下全球流星观测系统的地理研究性学习初设

选择与确定

观 测 目 标

流星雨名称 时间 天气（待定）

天琴座流星雨 2021年4月22日  

宝瓶座流星雨 2021年5月5日  

仙英座流星雨 2021年8月13日

天龙座流星雨 2021年10月9日  

猎户座流星雨 2021年10月21日  

狮子座流星雨 2021年11月18日  

双子座流星雨 2021年12月14日



数字化平台下全球流星观测系统的地理研究性学习初设

肉眼和相机
观测

观 测 时 间 与
地 点 确 定

2、观测地点

（1）寻找晴朗之地

（2）寻找暗夜之地

（3）选择具体地点和角度

（4）现场踩点

1、观测季节



数字化平台下全球流星观测系统的地理研究性学习初设

肉 眼 观 测 步 骤

1、确定观测最适宜的季节和时间

2、查看光害地图了解周边光污染情况https://darkmap.cn/

3、通过气象预报或手机APP（晴天钟、气象云图等）获取天气，

初步选择观测地点

4、利用Planit（巧摄），谷歌星空等专业软件模拟观测地的星

空情况和特殊天象的观测方向、角度、时间

5、利用谷歌地球查看、实地考察当地山水地势，选择合适的流星

观测地点和拍摄机位



参数规格：
1. 产品组成：传感器
传感器包括：基础模块、功能模块。
基础模块包括：USB模块、Wifi模块、锂电模块、
小屏数字显示模块、大屏图形显示模块。
功能模块包括：氧气含量模块、PH值模块、相
对湿度模块、声强模块、CO2含量模块、气压模
块、流速模块、盐度模块、土壤湿度模块、表面
温度模块、风速计模块、GPS定位模块。
2. 产品功能：
1) 测数据：高精度采集数据；可连接40个感应
模块并同步测量。
2) 储存数据：每个感应模块可储存5组数据。分
享并储存整个实验，而不仅限于实验数据。
3) 分享数据：基于IE的共享软件，可通过wifi、
usb分享同步数据。支持室内教学和远程使用者。
4) 分析数据：自带常用函数库、数学建模、数
学回归与曲线拟合、数据处理程序。
3. 产品特点：
模块化拼接式、独立数显、触屏功能、支持多平
台。
4. 活动应用
1) 地球科学专题：日射量和季节、比热容探究、
风速测量、温度和相对湿度测定、微气候和全球
定位系统；
2) 人文地理专题：噪音检测、呼吸和碳循环；
3) 环境专题：空气污染和酸雨、土壤盐渍度测
量、温室气体探测。

设备1：地理综合实践套装



设备2：（简易数字）气象观测站校园气象观测站



产品参数：
名   称 测量范围 分 辨 率 准 确 度

环境温度 -50～+100℃ 0.1℃ ±0.5℃

相对湿度 0～100%RH 0.1% ±3% RH

风　向 0～360°（16方向） 1° ±5°

风　速 0～70m/s 0.1m/s ±(0.3+0.03V)m/s

雨  量 ≦4mm/min 0.2mm ±0.4mm

大气压力 10～1100hPa 0.1hPa ±0.3hPa

土壤温度 -50～+80℃ 0.1℃ ±0.5℃

土壤湿度 0～100% 0.1% ±3％RH

总辐射 0-2000w/m2 1w/m2 ±2％w/m2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拓展配置：土壤PH、土壤EC、光照度、日照时数、蒸发量传感器、露点温度
传感器、紫外线辐射传感器、光合辐射传感器等各种气象要素传感器。
可加装LED显示屏（交流电供电），大小可调，实时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及其他设定的信息。

数据采集仪 数据采集、存储、通讯、分析等功能

供电系统 市电/太阳能/蓄电池/多电源供电系统可选 

通讯系统 RS232/RS485、USB、无线GPRS、以太网等通讯方式

专用支架 安装防护箱、传感器、供电电源、通讯设备等 

避雷系统 避雷针及附属配件





用鼠标点击“moon”，

在主界面的左上角便会出

现有关月球的相关数据，

其中“Az/Alt”就是“方

位角/高度角”。



D类学校  数字化教学模式——极简主义



数字化学习--百度AR技术



数字化学习--地理资源-微信、学习强国、bilibili等



数字化学习--抖音APP

抖音剪辑、交互功能应用

抖音地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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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
数字化学习
总体模式

中学地理
数字化学习
教学模式

A类
“精准”模式

B类
“AI+OMO”模式

C类
特色课程模式

D类
极简主义模式

中学地理
数字化学习
教学模型

（数字化学习
组件）

甲1

乙2

等值线学习小
插件(专业技能)

区域认知
小插件(思维方法)

丙3 对话交流
小插件(常用工具)

丁4 个性化制图
小插件(思维可视化)

戊5 ARCGIS等专业软件
(地理专业软件类)

范式（paradigm） 模式（model） 样式（模型或组件）pat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