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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版地理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编制的创新与展望

孙玥\中国地图出版社

摘要：拓展案例的学习是案例教学的重要环节。现行四套高中地理教科书中均在

主要案例之外提供了拓展案例。笔者以“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为例，对中图版

地理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的编制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为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的编写提

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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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案例教学是根据特定的教学目标，选择地理案例，引导学生对地理案例

进行分析和讨论，从案例中提取有效信息以形成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或解决方案，

并总结出地理原理的一种教学方法。拓展案例的学习是案例教学的重要环节。地

理案例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事例，代表着某一类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属

性。同时，案例又是具体的，独特的，因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涵盖地理原

理所蕴涵的全部内容。为了减少这种单一案例分析可能带来的局限性，学生需要

在主要案例学习之后，通过同一主题的拓展案例，对主要案例中的原理、方法、

技能进行知识和能力的迁移。中图版高中地理教科书在《必修·第3册》“区域可

持续发展”部分，除了主要案例外，为每一个学习主题均提供了拓展案例。本文

即以这一部分的拓展案例为样本，对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的编写作一探讨。

一、中图版教科书“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拓展案例的编制情况

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称“课程标

准”），明确提出案例教学的要求：教师和教科书编写者应在“区域可持续发展”

部分，选择符合“标准”主题的区域，采用案例分析方式编写教科书和开展教学。

中图版高中地理教科书的《必修·第3册》中“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以案例分

析的方式编写了教科书内容，对于课程标准中的5个学习主题分别设计了一个主

要案例和一个拓展案例，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中图版教科书中“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拓展案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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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主题 主要案例 拓展案例

中

图

版

水土流失 中国黄土高原 典型小流域

河流的综合开发 美国田纳西河流域 塔里木河流域

区域农业发展 中国东北地区 中国生态农业

能源资源的开发 德国鲁尔区 河南焦作

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 中国江苏省 密歇根州

二、对中图版教科书“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拓展案例的分析

1. 拓展案例的位置与篇幅

课文系列与探究系列相结合的双系列编写方式是中图版教科书的核心特色。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中，拓展案例的编排也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双系列结构

的模式来处理主要案例与拓展案例的关系。教科书在课文正文中为学生提供了学

习该主题的主要案例，拓展案例则安排在正文之后的“案例研究”栏目中。也就

是说，拓展案例与主要案例是分开和独立的，二者没有教科书编排上的交叉，这

样的处理方式保证了每一个案例的整体性，确保了学生能够完整地、连贯地进行

主要案例的分析、学习之后，再通过拓展案例进行知识和方法的迁移。

从篇幅上来看，5个拓展案例的篇幅均在一页半到两页半之间，与主要案例

四页到七页左右的篇幅相比，拓展案例的篇幅约为主要案例的三分之一。造成这

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教科书编写者在拓展案例部分采用了与主

要案例不同的叙述方式。其二，主要案例的编写中除用文字来描述案例外，还使

用了较多的地图、照片、统计图表等多种图像形式，这些图像成为了主要案例中

陈述案例事实的重要方式。拓展案例中，同样使用了地图和图片、示意图等，但

图像部分所占比重小于主要案例，教科书编写者只选用了案例分析所需的最重要

的图像。第三，主要案例中穿插了一些与该案例分析相关的活动，用设问或对图

像的解读分析等，引导学生通过案例事实归纳地理原理。而拓展案例的学习是在

学生已经学习了地理原理之后，因此拓展案例中穿插的活动很少，为学生进行案

例分析留下了更大的空间，这一做法考虑了学生在主要案例学习前后在知识和方

法掌握情况等方面的差异。

2. 拓展案例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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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对于拓展案例的选择来说，所选案例与

学习主题的适切性，以及拓展案例与主要案例的关系是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

素。中图版教科书中所选的 5个拓展案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均为多年来地理学

领域研究的热点区域，较好地承载了该学习主题所包含的地理原理。

在区域尺度、区域分布等方面，中图版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的选取充分考虑了

与主要案例的关系。在课程标准中，对于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所选案例的

区域大小并没有作出要求。为了分析教科书在案例区域尺度上的倾向性，笔者将

区域划分为省内区域、省级区域、跨省区域三个尺度等级。通过分析发现，包括

中图版在内的现行四套高中地理教科书的编写者不约而同的将案例的着眼点放

在了大中尺度的区域上。但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言，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大洲，

小到一个市、一个县，甚至是城市中的某个区域，都可以用来讨论可持续发展。

中图版教科书的拓展案例解决了这一问题。在 5 个拓展案例中，省内区域有 3

个，省级区域 1个，跨省区域 1个。这种大小区域相结合的案例选择方式，可以

帮助学生学习在不同尺度区域范围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表现和研究方法。从案例

的分布来看，拓展案例与主要案例兼顾了国内和国外的区域，在区域分布上形成

了互补。

3. 拓展案例的叙述方式

在中图版教科书的拓展案例中，案例的呈现顺序多为：地理背景——成因分

析——整治措施——整治效果，这与主要案例的叙述逻辑是一致的。但在处理地

理事实和地理原理的关系方面，拓展案例与主要案例却有很大不同。从案例的叙

述方式上来看，中图版教科书的拓展案例中少有对于原理的概述或对于案例分析

方法的提示，而以对案例区域的客观描述为主，即案例提供的是某一区域的客观

事实。这种案例编写方式更接近案例的本质——案例是以事实为素材，对实际情

景的客观描述。这样的案例为学生提供了生成地理原理的空间。学生拿到的仅仅

是一个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学生需要通过对于案例的分析形成地理

原理。这种以提供事实为主的拓展案例有助于学生将在主要案例中学习的分析区

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在新的案例中实践和应用，为学生提供了知识和能力迁

移的平台。而在主要案例的学习之后进行这样的拓展案例的学习，教师和学生能

够有意识地将具体案例的学习提升到认识一般原理的高度，而不会忽略案例学习

中地理原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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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编制的几点建议

1. 教科书中应适当增加拓展案例的内容

随着高中地理课程改革实验区的推进，案例教学逐步成为我国高中地理教学

中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但对于很多教师来说，案例教学的应用尚在摸索之中，

使用中还存在很多误区；案例的编选难度大，还需要依靠教科书中所提供的案例

材料进行教学。从教师的时间安排来看，案例教学花费的时间较多, 不论是教师

还是学生, 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我国高中班额普遍较大，地理教师人员不

足，教师的工作强度偏大，并且常常是跨年级授课。教师没有充足的时间搜集、

整理案例。因此，教科书有必要为教师提供较丰富的拓展案例的教学资源，以便

于教师完成案例教学。

2. 在拓展案例部分用多种形式编写案例

综观四套高中地理教科书，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无论是专题式还是案例式，

每一个版本的的七册教科书都具有统一的编写方式和体例结构。从教科书的编者

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但有利于形成某一个版本教科书的独特

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也便于教科书的使用者——教师和学生可以熟悉和更高效

的使用该版本的教科书。因此，“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的教科书，也承袭了其

他专题式内容的编写方式，即以编写者角度描述案例，请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

但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忽略了案例式内容的特点和特殊性。因此，在

拓展案例的编写中，采用更加灵活的案例编写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接触更多样的

学习框架和思路。拓展案例可以通过地图、数据、图片、当事者描述等多种形式

的资料为学生提供案例，这些来自于现实的第一手的资料，可以增加案例的情境

感，增强学生处理生活中地理信息的能力，也弥补了主要案例编写方式的不足。

3. 在拓展案例部分适当增加反省取向的案例

案例依其性质和功能可分为实例取向的案例和反省取向的案例。实例取向的

案例多为成功的事例，学生通过分析、总结案例主角在怎样的情况下做了什么、

为什么等来获取隐藏在案例事实背后的原理。反省取向的案例则为失败的或者值

得商榷的案例，强调反省和建构的过程，鼓励学生批判地思考和解决问题，不仅

是接受和学习原理，也有助于学生建构概念、形成策略、学习问题解决的技能。

通过对于中图版教科书中拓展案例的分析，笔者发现，在案例类型上，拓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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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要案例类型大致相同，均以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中某个成功地区作为案例主

体。通过这些内容使学生了解到前人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可持续发展

的基本途径。但事实上，各个地区在面临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也有过不少失

败的案例和正在争论中的问题，这些不成功的案例同样能作为拓展案例供学生分

析。就像人总能从失败中的事情中学到更多，失败的案例或许能够使学生对原理

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在一个成功案例之后，拓展案例以反省取向的案例为内

容，或许可以拓展学生在所学原理上的思路，丰富教学方法，从而增加学生对于

案例探究的兴趣。

综上所述，地理教科书中的拓展案例为学生通过地理案例学习原理提供了扩

展和迁移的平台，中图版教科书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可供参考的范本。在

拓展案例的编制思路方面，笔者认为，并不拘泥于现在的形式，可以有更多编写

方式可供选择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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