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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性学习是教育部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计划中

�综合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激励学生积极投身到科研中去,从

中迸发出学习热情并学会主动学习, 学会分析解决问

题的方式、方法。它是一门着眼于学生明天发展和实

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程。

在研究性学习实施的第一阶段即进入问题情境阶

段,学生确定什么研究课题是研究性学习全过程,它直

接关系到学生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研究成果的大

小、好坏, 甚至某项研究性学习的成败。这一过程中,

教师如何指导学生选择研究课题, 很值得我们进行深

入的探讨。

一、实施� 三解放�, 鼓励学生大胆想象, 初拟研究

课题

解放学生的大脑, 教师不给学生设置太多的条条

框框;解放学生的双手, 让学生动起来,提供他们必要

的科研器材、工具书、电脑等; 解放学生的时间,教师不

能把学生死死关在教室里, 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走出校

园、走向社会等。放手让学生根据自己生活和社会生

活实际及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选择研究课题, 对可能

出现的问题,教师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研究性学习,

应当始终坚持学生自主研究, 自主调整, 自我管理,自

我完善的原则,指导老师首先要解放思想, 明确认识,

要成功实现角色的转换;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老师不

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 而是一个组织者、指导者,如

果条件具备,不妨成为参与者之一,甚至要有勇气接受

学生的领导。

学生积极性调动起来后, 很快大量课题收集上来

了。指导教师对学生选送的课题进行研究分析, 发现

选题方面存在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1� 课题过大, 无法开展。如�中国工业�、�世界能
源的分布及利用现状�等。

2� 课题的技术含量过高, 超出了学生的知识积累

和学校所能提供的条件, 如:�月球上建房�、�宇宙空间

站的建设�。

3� 课题脱离自己的实际, 在目前条件下, 无法进

行必要的调查,如:�环宇探奇�、�濒临灭绝的物种�。

4� 课题过于相似或相近。

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完全凭一时的兴趣初拟了自己

的课题。暴露出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学生对课题的选

择尚缺乏理性的思考, 对自己所选课题即将研究的深

度及广度估计不足,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作了认真分

析,从而形成第二阶段工作的指导意见。

二、分类整理, 进行可行性论证, 筛选确定研究课

题,组建课题小组

在这一过程中,指导老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 让学生参与所有课题的集体讨论, 老师既要坚持

学生自主性原则,又要引导学生走出感性认识的误区,

师生共同整理课题,进行课题分类, 商定必要的研究方

向和具体要求。

(一)社会调查类:研究方向是就某一自然现象或

人文现象展开调查,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形成调查报告。要求: � 选题角度要小、要新; � 调查

方式可采取实地观察、访谈调查、问卷调查、资料收集;

�调查的资料和数据要有代表性,避免以点带面, 以特

殊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如:�扬州水污染情况调查�、

�扬州交通事故多发地段的分布�、�地方科技人才的分

布�、�扬州市区人口分布与学校布局�等。

(二)规划、布局类: 就某一行政区划内的农业、工

业、商业、交通、科研机构、城镇等, 设计合理的规划布

局方案, 绘制相关布局草图, 撰写相关论文。要求: �

选定的行政范围要小; � 设计的方案要有独创性, 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目前尚未解决好的; � 规划、布局要有可

操作性, 不能脱离实际; �对已有的规划、布局不要轻

易否定, 要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 多阅读相关资料、图

片。如: �扬州铁路选线�、�市区商业网点建设�、�扬州

旅游最佳线路设计�、�扬州城区发展方向�、�扬州城区

工业布局与环境保护�等。

(三)地理小制作类: 就地理教具、模型、地理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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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发表世界能源评估报告 � 报告中说,世界能源至少在 50 年内不会面临总体供应危机。报告强调, 目

前在世界能源生产、输送以及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报告呼
吁各国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和价格机制,鼓励人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开发可再生资源和使用先进的能源技术。

�



体课件、简易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等进行制作、设计。

拿出制作成品或设计图纸, 并写出产品介绍。 � 制作

要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或创新成分, 不能照图拼装,也不

能简单仿照现有的成品只是在尺寸或颜色上作一点改

动。但可在已有成品的基础上从一个新角度进行一定

的改动。� 对动手能力要求较高, 所制作的物品要有

一定的实用性而非简单的玩具。� 制作物介绍要有物

品的构思、特性、功能等, 尤其要介绍新在何处,还要附

有图纸及数据等资料。实物样品要展示。�多媒体课

件要有实用性,要能在网上发布。如:�房间温度、湿度
计�、�校园沙盘�。

(四)野外科考类:在某一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考察,

将考察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提出问题和建设性意见,

形成文字。� 野外科考范围要小。� 要事先阅读该地

的大量资料。� 要从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水文、生物

资源及经济状况人文景观等诸多方面或选择其中某一

专题进行野外实地考察。�要争取有新的发现, 不能

照抄原有资料的记载。 � 提出问题或意见要符合实

际。如: �仪征后山的考察�、�长江沿岸扬州段的变

化�。

(五)地理实验类: 就某一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形成

实验报告和论文。� 选题角度要小, 宜从一个小问题

入手,要有可行性。 � 往往要运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共

同组织实施。� 实验方法要科学, 实验数据要有代表

性,不能以特例来作为分析依据,原始数据要保留。�

实验报告要将实验目的、方法、过程、结果一一写清楚,

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存在困难,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也要

一一列出。如: �瘦西湖公园水污染的程度及整治方

案�、�扬州城区噪声污染指数�、�市区空气质量分析�

等。

(六)理论研讨类: 在研读了一部或多部地理文献

或新的地理研究成果后, 就其某一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形成自己的观点。� 研究可纵向展开、横向展开或纵
横结合展开,还可以进行比较研究。选题角度要小,要

有创意。比较研究有恰当的比较点。� 必须认真阅读

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有关评论文章并摘录成卡片,注

明出处。� 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不要轻易否定, 不要持

偏激观点,可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深化或提

出新看法。对人们已经经过大量研究并在学术界形成

定论的一般不要再去创新。�这种研究性学习一般难

度较大,建议学生慎选。如: �第四纪江苏海岸变迁�、

�大气变暖还是变冷�、�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现象�等。

(七)其它类:介于几种类型之间或跨几种类型或

其它类型的研究。一般要形成论文或报告。� 这一类

研究一般要注意可行论证。� 对这一类研究要特别注

意方法的指导,因为这一类研究所用的方法常比较特

别,有时可能会超出我们的估计。� 这一类研究往往

创造性很强,不要轻易给予否定。

这里还需强调的是: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课题分类

和可行性论证时,应当始终以平等态度参与, 应充分尊

重学生的选择,即使有个别的课题存在疑问, 在进行了

适当的指导后,也不必奢求能够马上达成共识, 切不可

将自己的想法建议强加于学生。应当看到, 学生在进

入后期研究之后,如果能够发现自己选题的存在问题,

并进行修改纠正,而重新进入较为理想的研究状态的

话,对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学生而言, 已经是一个莫大

的收获,这或许更贴近我们设立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初

衷。

师生共同筛选确定研究课题后, 进一步指导学生

组建自己的课题小组, 选出组长, 确定成员分工, 制定

合作方案,实施研究性学习。

三、教师对学生选题的指导工作, 应贯穿于研究性

学习的全过程

充分商讨后确定的研究课题, 再经过学生一段时

间的实践探索,出现了问题, 研究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比

原先设想的要多,实施难度比原先想象的要大, 这是可

能的, 老师应适时进行指导, 首先鼓励学生迎着困难

上,不要停滞不前, 只要刻苦攻关下去,终究会有收获,

而且研究性学习本身主要是侧重学习过程的。再者,

引导学生修正自己的研究课题, 更科学更符合实际地

去开展研究活动。我们应当把对选题的修正指导和中

期监控有效结合起来。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必要

的情况下, 经过讨论, 甚至可以重新确定研究课题, 当

然这种做法, 一定要大家达成共识, 不到万不得已, 不

要轻易更改课题,以免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浪费大量

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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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查显示台湾网上购物日渐普及 � 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地区网上购物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截止

6 月份, 8%的网民曾上网购物,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这个数据除了表明 B2C电子商务市场即将起飞外 ,同时也
证明了网上购物的方便性无法抗拒。台湾地区成年民众中,曾有 3%在网上进行过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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