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教研员专业成长丛书

成 裘，腋 集

———裘腋成中学地理教育３０年

裘腋成／著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书书书

　　从事地理教育工作３０年了。一路走来，回忆还是很幸福的。
会想起徐汇区教育学院德高望重的我的师傅卫杰文先生；会

想起第一年在中国中学兼课时带教我的谢家骝老师；会想起令许
多人至今非常留恋的徐汇区教育学院中学教研部；

也会想起市教研室原地理教研员龚启璋老师的一路引领；会
想起调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后孙元清主任的一次次讲话、一场场
报告，会想起与市教研室文科部老 师 共 事 的 日 子，会 想 起 已 退 休
的、仍在岗的区县地理教研员；

还会想起朋友，想起同学，想起家人……
因为有了这些人，因为有了那些事，逝去的时光才值得追寻，

点点滴滴才值得珍藏。

“集腋成裘”出自战国《慎子·知忠》：“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
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一直以为，“聚沙成塔”、“积
少成多”等成语，远不足以与“集腋成裘”相提并论，因“集腋成裘”
还寓于集稀少、优质之“腋”，方可成珍贵之“裘”之意。

集腋成裘，终身追求之境界。

———裘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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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前言

教研员，拥有教师的光荣，肩负研究的职责，在教育工作中担当着重任。
教研员，拥有教师的情怀，心系祖国的未来，在教育园地上辛勤地 耕 耘。为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的未来人才，教研员怀着

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积极参与建设具有时代特

征和上海特色的课程教材体系；关注课堂教学实践，大力开展学科课程与教

学的研究；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与广大教师一起进行教育创新。教研员以

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迎来春风化春雨，奉献真诚育真人；教

研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工作成就与教育发展紧密相连，成长经历伴

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
随着课程改革的发展和课程实践的深入，学校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更新。课程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令人鼓舞；课程实

践展现可喜局面，催人奋进。以人为本的教育，在于发现人的价值、开 发 人

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基础教育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并且获得适应于现代社

会的生存智慧，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好基础。课程的含义已从文件、科目、
教科书转向学生的学习经历和经验，课程的设计已从注重科目增减、内容调

整转向更多地关注学习取向与个性差异、学习动机与环境、内容统整与综合，
课程实施的目标已从注重传递知识与技能转向更多地关注发展和创新、学生

主动学习和伙伴协作，课程评价的方式已从差距取向、科技范式转向学习过

程、人文范式……课程改革的发展和课程实践的深入，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教研员努力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紧紧依靠广大教师，探索

进取志不移，一往无前敢争先。
课程改革在向前推进。教研员应有宏观的视野和学科的远见，及 时 了 解

国内外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进展；应有对学科建设作出深入分析与思考的能力，
增强有效实施课程管理和指导教学实践的本领。教研员要进一步提高教育理

论修养，并将理论用于实践；要坚持植根于学校和课堂的课题研究，勇于攻

坚排难；要在深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对 教 育 教 学 活 动 予 以 切 实 的、强 有 力 的

指导。



２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教 学 研 究 室

教 研 员 专 业 成 长 丛 书
成裘，腋集
———裘 腋 成 中 学 地 理 教 育３０年

课程改革在不 断 推 进。教 研 员 更 要 重 视 对 课 程 和 教 学 现 实 问 题 的 研 究，
以敏锐的眼光洞察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以理性的头脑客观分析各种现

象和问题；在 研 究 中 要 坚 持 教 育 本 性 与 本 体，坚 持 实 事 求 是，注 重 从 真 实、
生动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反思、总结、提炼鲜活的经验，并将经验提 升 为 有

价值的理论。这样的 “草根式”研究，反映了需求，连接了地气，一 定 会 更

加扎实、更有成效。“草根式”研究，课题广泛，大有可为。
我们推重教研 员 立 身、立 德、立 业，以 身 作 则、务 实 求 真，积 极 进 取、

追求卓越，在研究中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课程改

革和学科建设多作贡献。我们还鼓励教研员著书立说，把自己从事课程、教

材、教学或评价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开展教研工作、参与课程实践

或指导教学活动等所获得的有益经验，择其精要编成专著，提供给广大教师

分享。
鼓励教研员著书立说，其实就是要求教研员进一步加强学习和 研 究，加

强反思和总结，努力提高专业素养和学术水平，并在学科教育中进一步发挥

引领和指导作用。同时，我们支持出版教研员专著，这不仅是对教研员学术

成就的宣扬，也是为了促进教研文化的建设。
教研员撰写专著是个人的学术行为，是对学术繁荣的宝贵贡献；专 著 的

出版，为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提供了新的渠道。期待这一浸润了教研员

心血的专著能为广大教师所喜爱，也能得到教育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２０１１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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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ｆａｃｅ 序一

上海的基础教育改革，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拉开序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

了，其中最精彩的当属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从１９７８年 至１９８８年 十 年 的

教育拨乱反正，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８年十年的一期课改，再到１９９８年至今的二期课

改，上海教育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留下了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心血，也留下了几

代教研员们的足迹。
教研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来源于最优秀的教师，

履行着研究、指导服务的职能，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领军人物。从基层一步一

步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科都有着坚实的专业素养和综

合的专业能力。同时，在与课程改革一起进步的过程中，他们又得到了千锤百

炼，并逐渐形成了更宽广的专业视野和锐意进取的专业精神。
上海课 程 与 教 学 改 革 的３０年，凝 聚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教 研 员 的 辛 劳 与 心 血。

每一次点点滴滴的进步，都离不开他们忘我的付出与真诚的奉献。２０１０年，上

海“二期课改”成果获得全国首届课程与教学改革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学生参加

全国的教育质量监测项目成绩优异；上海学生参加２００９年的ＰＩＳＡ测试，成绩

举世瞩目……可以说，上海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成绩显著。这些都有全市

９２０位中小学和幼儿园各级教研员精力与智慧的奉献，他们日以继夜地努力工

作，他们与课改同成长，在为课改奉献的过程中铸就了新的辉煌。他们的精神

和业绩值得称颂、值得弘扬。
在课程与教学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今天，教研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日益突显，甚至成为影响一个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之一。教研文化，常常

凝聚着一个区域、一座城市教育的精气神，而教研员则是引领着教研文化的精

神气质，塑造着教育的灵魂。他们本身也应该是师德的楷模，文化的传人，承载

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十二五”拉开了序幕。这是上海全面实施国家和上海市教育中长期

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首段旅程，也是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深知，历经了

５０多年教育改革的上海基础教育，有着较为深厚的基础，但也面临着许多亟待

解决的深层次难题。因此，对市区两级教研室和全体教研员来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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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研室在最近两年中，聚焦教研员的专业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与探索，力图不断提高教研员的研究、指导、服务能力，发挥市教研员的专业引

领作用，使之更好地为本市０～１８岁的基础教育改革服务。其中，鼓励、支持市

教研员把教研的经历、经验进行梳理、归纳和提升，整理成书，以更好地服务全

市，也是教研员专业发展的举措之一。
本书，是市教研室地理教研员裘腋成同志从教３０年的文集，集中反映了她

对地理学科的理解和思考，对中学地理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希望本

书能够成为一个教研员专业成长的“案例”、“范本”，引导更多的教研员在教研

实践中不断学习着、思考着、探索着、前行着。
当我看完文集，我要说：
一个教研员，是一本书，展现了一门学科、一个学段的历史篇章；一个教研

员，也是一支笔，描绘着一门学科、一个学段的发展进程；一个教研员，更是一面

旗帜，引领着一门学科、一个学段的科学发展。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任

徐淀芳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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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不能算新闻，首届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只能算一般新

闻。记者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当年５６位被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中年龄最

小的一位，写成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刊登在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８日的《文汇报》上，
题为《集腋成裘》，副标题是：“记本市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裘腋成”（见附件）。
记者不作一般的新闻报道，而是聚焦“集腋成裘”这个名实相符的巧合上。如果

说“集腋”是量的积累，那么“成裘”则是质的提升。

３０年，是漫长曲折的艰苦征程，是聚沙成塔、事业有成的磨炼过程，是水到

渠成、惠及学界、润物细无声的历程。《成裘，腋集》虽然不是裘老师３０年地理

教学研究生涯的全部，但从本书所采集的围绕教研、教学工作的若干“标本”中

可窥见全貌。
人的年龄、教龄是有限的，而人的思想、经验可以延续、传承、扩散。善于思

考的人，可使经验得到锤炼而升华，经过磨砺而发光，照亮同路人；可以通过传

承、传播而成为社会精神财富，成为后人提升的垫脚石，尽管只是一砖一石。
有的人举重若轻，有的人举轻若重，也有的人举重若重。裘老师呢，可能兼

而有之。没有举重若轻的胆识，就不敢举；没有举轻若重的努力，就举不好；没

有举重若重的态度，就举不稳。
裘老师是不事张扬的人，虽然有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可供“悦”读，往往“秘而

不宣”。前几年我偶而在地理刊物上读到她的大作，有时在学术年会上听到她

的发言，见到她的论文。我这个老同事，直到最近拜读她的《成裘，腋集》书稿，
方知她著作甚丰，获奖多多，成绩斐然。

裘老师是幸运的，她中学毕业时，适逢“文革”后恢复高考，轧上了秋季大学

入学的头班车，在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深造。久旱逢甘霖，在这枯木逢春的大

好年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茁壮成长。

① 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一度改名徐汇区教育学院。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１９８２年秋，裘老师大学毕业，踏进上海

市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①大门，在教研部中学组担 任 区 地 理 教 研 员，有 机 会 与

不同学科的同行切磋交流，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有机会与全区中学地理教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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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讨。当时院领导安排她到中国中学兼任高中地理教学工作，在第一线教学

实践中摔打。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老学长谢家骝①其时在该校任职，与区教

育学院老教研员常去听课讨论，共同提高。

１９９７年裘老师调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任地理教研员，服务面广了，工作要

求高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多了。在市教研室这块藏龙卧虎之地，学习的机会多，
水平提高快。“集 腋”更 丰 富，“成 裘”更 优 质。这 本 集 子 从 一 个 侧 面 证 明 了 这

一点。

卫杰文②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

我和我的师傅卫杰文先生

① 谢家骝：原中国中学地理教师、教导副主任、校长。后历任徐汇区教育局局长、上海电

视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教育电视台党总支书记、副台长。

② 卫杰文：徐汇区教育学院地理教研员、特级教师。历任徐汇区 教 育 学 院 教 研 部 主 任、

副院长等。１９９０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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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８日《文汇报》刊载的文章

集 腋 成 裘

———记本市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裘腋成

似乎只是一夜间，３２岁的裘腋成便

宣告了一项上海市纪录的诞生———在首

届破格评聘 的５６位 中 学 高 级 老 师 中 年

龄最小，同 时 也 是 上 海 最 年 轻 的 中 学 高

级老师。
然而记者在徐汇区教育学院见到这

位梳一 头 短 发 的 地 理 教 师 时，她 竟 说：
“如 果 你 不 答 应 我 的 要 求，我 就 拒 绝

采访。”
她便如数家珍地一一叙说学院领导

和老师对自 己 的 放 手 培 养 和 辅 导，以 及

同事们在教研工作上给予自己的大力支

持和密切 合 作，最 后 她 说：“这 不 是 我 谦

虚，实在是他们给我的帮助太大，所以你

应该多写写他们。”
这就是她的要求！

可是记者接触下来的事实是，她的同行和学院领导对她评价甚高；高评委

的专家们更是对她 那 堂《地 球 的 形 状 和 大 小》的 公 开 课 十 分 欣 赏，认 为 她 上 得

“不同一般地生动和极具观赏性”；还有她那篇《论地理师资队伍的状况和建设》
的论文也很有深度。

“哦，他们过奖了，也许就因为我年轻吧。我真的没什么好谈的。”她轻描淡

写地说。
那么这么多书呢？我指着几年来她参加编写和修订的十几本教材，从《上

海市地理教学调整大纲》到《徐汇区乡土地理教材》，其他编写人员都是资深的

高级教师，只有她是无名小辈。还有她本人是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她的论文

也屡次获奖，那年在上海市地理教学研究会获奖的７篇优秀论文中，她一人就

占了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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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更说明问题了吗”，她朝我笑一笑，“正因为有老教师的帮助，所以我

才能有点滴收获。”她还是那句话。
记者只好请她讲讲成绩以外的事，譬如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异的名字，不

想她的话题却一下子打开了。她说她的姓名出自一个成语“集腋成裘”，意思是

汲取精华，力臻完善，可惜她至今还很欠缺，总也不能完善。她又说，在中学时，
她的班主任就预言她“将来会成为一名教师，一名非常出色的教师”。结果前半

句竟有幸言中，只可惜后半句她还差很远。
她说她太喜欢地理了。地理可以培养一个人的联想和比较能力。她 清 晰

地记得一位老教师在她第一次登上讲台后曾对她说：“学生不开口，你怎么‘喂’
他？”这句话从此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她的地理课也由此来了一个飞跃。

够了！这些已经足够了！这就是裘腋成，集腋成 裘，不 断 进 取。评 上 高 级

教师后，直爽的脾气没有变，倒多了几份谦虚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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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老师（有称号和没有称号的）是怎样练成的？

有人说是从课堂教学 的 战 场 上 培 养出来的，有人说 是 在 学 生 质 疑 问 难

中锤炼出 来 的，有 人 说 是 在 不 断 学 习、思 考、总 结 经 验 教 训 中 成 长 起 来

的……
通过教学的视角，可多角度地看到裘老师是怎样“集腋成裘”的。

———卫杰文

一、课时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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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土壤”教学的设计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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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下册）》中“土壤”的内容比较抽象，教学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

使学生感到呆板乏味。因此，教师要力求从现象到理论，按照认识的一般规律

去设计整个教学过程，同时尽量借助直观教具进行教学。下面以“土壤的形成”
与“主要土类及其分布”两部分教学为例。考虑如果先讲“成因”，再讲“类型与

分布”，学生可能对于土壤形成的理论不易接受。于是我设计了一个教学程序：
先讲土类与分布，再讲土壤是怎样形成的，最后讲分布规律。而教学的重点应

放在土壤形成上，因为掌握了这方面理论，便于解释土壤的类型与分布的规律，
并能根据一些数据、资料大致推断出某一地区的土壤类型。

从土壤的颜色开始讲述，可挂出《中国土壤分布概图》以及我国各自然带景

观（土壤、植被）照片，教师应联系实际进行描述。
我国的土壤有着各种不同的颜色与许多性质不同的类型。如果我们从黑

龙江到广东作一次长途旅行，沿途随气候与植被的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土

壤也在有规律地变化：棕色、褐色、栗色、黄色、红色，五颜六色，变幻多端。
从《中国土壤分布概图》上可以看出，我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广

泛分布着暗棕壤，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分布着棕壤，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丘陵分

布着黄棕壤，江南丘陵分布着红壤和黄壤，海南岛和台湾的一部分分布着砖红

壤。这就是东部湿润地区呈现的土壤纬度地带性分布规律（如有条件可出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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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土壤标本）。
我国土壤从东到西，又产生经度地带性分布；从山麓到山顶，又呈现垂直分

布现象。如果我们有机会登临黄山考察，会发现气温随高度的升高在降低，植

被亦在逐渐变化：阔叶林!针叶林!草甸；土壤也在明显改变：红壤!黄壤!草

甸土。这是因为土壤还有随海拔高度变化而变化的垂直分布规律。
通过以上具体现象与事实的讲述，然后引导学生追溯原因。
我们说地球上土壤五颜六色、种类繁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呢？为 什

么说土类的分布有一定规律呢？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土色的成因。土色主要同土壤有机质含量及矿物组

成有关。如在高温多雨的南方，矿物风化作用强烈，会形成和留下较多红色的氧

化铁，其他矿物则随水淋失较多，所以形成红壤。又如东北湿润寒冷地区，植物生

长繁茂，微生物活动微弱，有机质分解缓慢，积累较多，土色就呈黑色，形成黑土。
其次，我们要分析土类繁多的原因。土类的性质差别，主要是各个 成 土 因

素综合作用的差异而造成的。
（１）岩石的性质和成分是土壤的物质基础。土壤的矿物养分、颗粒大小等

化学、物理性质，均受岩石及其风化后形成的成土母质所制约。
（２）气候因素中，温度和降水的影响最为显著。温度越高，土壤的物理化

学和生物过程就越旺盛，反之就越缓慢。如高温多雨地区，植物生长快，有机残

体多，但同时有机质分解快，淋溶作用也强。
（３）生物是土壤有机质的基本来源，腐殖质是土壤最重要的养分标准。不

同生物类型遗留给土壤的有机质数量和种类都不一样。
（４）地形对土壤的影响通过气候来实现。海拔高度不同，气候、植被不同，

发育的土壤也不同。坡度的陡缓，造成土层有厚有薄；山坡的向阴、向阳，导致

水热差异，也影响土壤的形成。
（５）人类活动的影响有合理与不合理两个方面：前者指精耕细作、施肥排

灌，促进了土壤的熟化、肥化；后者指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土壤沙化、盐

渍化和贫瘠化，还有环境污染也会导致土壤变质。
（６）时间长短不一，造成土壤熟化程度不同。
以上成土因素对土壤形成过程的综合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图式：

时间（长、短）

人类活动（合理、不合量）

地形（高度、坡度、坡向）

生物

岩石

气候
（水热）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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