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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 从研究生面试说起

• 你学过自然地理学吗？

• 什么是自然地理学？

• 进行过自然地理实习吗？

• 自然地理有什么用途？（茫然）

• 学科体系不清楚、缺乏综合思维、不知道自然地理有舍用。



重点、难点？

• 从地理学核心素养来说

• 综合思维

• 区域认知

• 人地和谐观

• 地理实践力



重点、难点？

• 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说

• 二十一世纪议程（资源、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 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人与环境、区域与城乡）

• 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五位一体总布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

• 国家战略（十九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

村振兴、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

• 经济全球化（世界眼光、国际交流能力）

• 人地和谐、地理理论创新、地理应用能力加强、全球视野



重点、难点？

• 从学科发展趋势来说

• 地球科学——地球系统科学,

• 从地理学——地理科学、地球表层系统科学

（全球性、整体性、层次性、联系性）

钱学森提倡“大力发展地理科学”

地理学被重新发现（地理扫盲、学科地位）

• 全球整体观、地球表层系统的体系、主角的担当



重点、难点？

• 从教育发展来说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15%，50%），

•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素质教育，兴趣、生活）

•大学中心化 (位于第一生产力与第一资源交叉点上，要求、期
望更高, 创新能力、综合素养)

• 从生活的地理出发，激发地理兴趣；

• 培养地理创新能力，提升地理综合素养



重点、难点

• 一、培养学生的自然地理学的思维（视角）

• 二、使学生明白自然地理学的学科（课程）体系

• 三、讲清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原理、规律、机制）

• 四、使学生学会利用自然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服务社会经济

• 五、提高学生的学科自信与学科兴趣



一、培养（自然）地理学的思维（视角）

• 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不同于其它科学，有其独
特的地方。是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方
法。

• 理查德·哈特向认为，地理学在本质上应该解释为
一种观点，一种研究方法，是从地区差异的观点
来看地球表面所存在的事实的学科。

• 美国国家研究院院长Bruce Alberts指出，地理学
是从地域、空间和尺度的视角着重对人类社会和
环境进行研究[1]。



（自然）地理学的思维（视角）

• 地方的综合(多要素的融合、圈层的相互作用)

• 地方间的相互依存（区域联系、区域相互作用）

• 尺度间的相互依存（层次性、时空尺度性）

• 人地相互依存（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青藏高原隆升对中国环境分异的影响

地方的综合、区域的联系



二、弄清自然地理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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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层系统
不是包含四大
圈层，而是由
四大圈层相互
作用形成的

强调圈层相互
作用和人地相
互作用，从人
的角度看地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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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系统（环境）的功能



地表系统（环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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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然地理学课程新体系



自然地理学研究的目的



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合性

综合性是指自然地理学多学科交叉、多要素
融合的特性。

区域性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本质特性, 是区别于其他
学科的最根本的性质。

系统性

地球表层环境就是一个系统，可以称之为地

球表层系统。由于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
、动态性与结构功能性的特点 。

自然地理学的性质



自然地理学的定义

自然地理学就是用系统的、综合的、区域
联系的观点与方法，去审视与研究人类赖以生
存的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的组成、结构、区域分
异特征、形成与变化规律，从而对其进行评估
、预测、规划、管理、优化、调控，以促进人
地和谐的学科。



过去的自然地理学 现在的自然地理学

出发点 开发资源、发展经济 可持续发展

研究任务 资源调查、开发规划 协调人地关系

研究内容 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
源、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和演变规律

地球表层环境的形成、变化规
律及人地协调的途径和措施

着重点 资源的时空分布 圈层相互作用、人地相互影响

自然地理学的变化



学科发展趋势

• 二十一世纪的趋势

• 科学的地理学
技术的地理学
哲学的地理学
系统的地理学
统一的地理学
全球的地理学
发展的地理学
生活的地理学

二十世纪的变化

从经验到实验和实证

从定性到定量

从地表看地表到空间看地表

从以资源开发到人地协调



研究维度
的立体化

研究对象
的复杂化

研究手段的
高技术化

研究方法的多
元化、集成化

研究尺度
的多样化

趋势
与特征

自然地理学趋势和特征



未来地理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全球的视野。要把地球表层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

察和研究。即使研究一个区域或者地方，也应该把区

域和地方置于地球表层环境的整体框架下进行。

⚫ 具备宽广的文理工融合的学科基础

⚫ 厚实的地球系统科学专业基础

一个视野

两个基础



三种技术

• 熟练掌握

• 地理观测、调查与信息获取的技术；

• 地理实验与分析的技术；

• 地理综合与集成的技术。



四个观念

• 人地相互影响的观念；

• 区域相互联系的观念；

• 圈层相互作用的观念；

•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五种能力

• 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融合的能力;

• 多视角观察和多维度分析的能力;

• 多尺度以及跨尺度分析研究的能力; 

• 多种方法合理使用和集成的能力;

• 应用地理学理论、方法服务社会经济的能力
。



三、讲清自然地理学的理论

解决老问题
发现新问题
构建新体系
建立新理论



1. 地域分异规律



纬度地带性









2. 地表能量来源、转换及其作用



能量的来源及其在地球表层系统中的作用

太阳辐射占地表全部
能量输入的99.986%，
是地球表层系统的最主
要的能量来源。



地球转
动的动能

机械能地转偏向力

潮汐能





圈层间的能量交换（一些清楚，但是另一些并不清楚）



3. 地表物质循环及其作用



跨越圈层的水循环（其他物质的物质通量还不很清楚）



碳 循 环（Strahler）



氮 循 环（Strahler）



4. 关于综合自然区划





5. 其他理论问题
全球变暖成因问题
地球表层系统体系构建等等
地表过程及成因机制



四、加强自然地理学的应用

与经济地理、
城市地理、
旅游地理相比，

应用性偏弱



自然地理学的应用





中国土地类型及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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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青藏铁路选线

• 沙漠公路建造

• 南水北调工程论证



生活的地理学

• 地理学是与人类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过

去常常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一个人

的知识渊博。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可以不知道天

文，但不能不知道地理。

• 地理学的知识与技能，已逐步成为现代人素质的

重要组成部分，地理教育正在成为素质教育的重

要环节。

•



生活的地理学

• 而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 由于生活空间的扩大，生活对地理知识和
技能的依赖性则越来越强。地理学将变成
生活离不开的地理学，成为生活的地理学。



生活的地理学

• 旅游离不开地理学

• 健康离不开地理学

• 预防灾害也离不开地理学

• 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地理学。



生活的地理学

• 假如你要到南极旅游，你会选择几月份出
发？

• 假如老板要求你 在24小时之内到美国与一
家公司签定协议，路上需要花费十几个小
时，你是什么时候出发更好？



生活的地理学

• 有关节炎、心血管病的人，你建议他到那
里生活会缓解他的病情？

• 如果你要在一处山地的小区中选择一处房，
你选择在什么地貌部位更好？



生活的地理学

• 如果发生地震时你在海边，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 如果你要去一个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地区进行考察
或者旅游，为了避免泥石流的影响，你会选择什
么时间和季节出行？

• 所有这些均说明地理学与生活的关系将越来越密
切.



五、提高学科自信与学科兴趣

• 找回学科自信

• 融会贯通

• 讲透讲生动



找回地理自信
1.  二十一世纪议程

2.  素质教育（日常生活、香港的地理学科）

3.  国情教育（中学地理教科书）

4.  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总布局、新发展理念、

国家发展战略（十九大）：乡村振兴、区域协同、
可持续发展（七分之三）

5.  钱学森“大力发展地理科学”

6.  重新发现地理学

7.  地理扫盲



重新发现地理学

• 1986/1987~1993/1994

• 美国主修地理学的本科生增加了47%

• 有博士学位授权的地理系增加了60%

• 1985~1991年间地理学研究生注册人数增加了
33.4%,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只增加15.3%,而环境科
学则减少了5.4%

• 1960年以来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员从2000人增
加到7000人

• 在美国的一些政策陈述和立法建议中,地理学被确
定为美国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和自然科学与数学
一样重要.



融会贯通

学会弄通、理解透彻



石环

石环



多边形构造土

在第
四纪松散
沉积物的
平坦地面
上，由冻
融和冻胀
作用，使
地面形成
多边形裂
隙，构成
网状，称
为多边形
构造土。





融冻泥流



内蒙古拐子湖站1981-2005年平均各月沙尘暴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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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

2004印度洋大海啸





讲透讲生动(欣赏和理解)

带着问题讲，与学生一起思考、一起讨论，



羊卓雍错



阿拉斯加



沙漠与荒漠的区别







曼谷洪水灾害

• 据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2011年11月9日发表的报告

称，肆虐泰国的洪水正向首都曼谷市中心的繁华商业街

和旅游热点区域逼近。

• 而连续3个多月的洪水已经导致529人死亡，2人失踪，

洪水依然浸泡着泰国77个府中的24个府，约110万家

庭的280万人受到影响，经济损失预计达5000亿泰铢

(1美元约合30.7泰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





文汇报



曼谷洪水

来源：www.enorth.com.cn



曼谷洪水



曼谷洪水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来源：www.trippanda.com 来源：www.chuguo78.com/chugu...



灾害成因：自然因素

1.气候：泰国气候属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多且集中；

2011年雨季持续时间超长,降水超多

2.地形：泰国地势北高南低，东西高而中间低,曼谷位

于河流下游,海拔高度平均只有1-1.5米；

3.海平面上升:海平面逐年上升，专家估计全球暖化将

使海平面到2050年时上升19至29厘米，世界经济

合作暨发展组织已将曼谷列为2070年以前，最有

可能遭受沿海洪灾的全球10个城市之一。



灾害成因：人为因素

1.城市扩张：曼谷人口1200万,排水设施建设滞后,管理不善；道

路与工程建设挤占河道,泄洪不畅;

2.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

下陷，目前下陷速度仍在每年1至3厘米；

3.管理不善:月雨季到来之前，湄南河上游重要水库普密蓬水库几

乎蓄满，管理者没有及时开闸泻水；

4.植被破坏:从1951年到1995年，泰国森林覆盖面积从60%下降

到22%；

5.水土流失:湖泊淤积，蓄洪能力减弱;河道淤塞，泄洪能力变差



舟曲泥石流
（2010 -8-8）
1765死亡，
约20,000 人无家可归



舟曲泥石流发生前后



发生的原因

• 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
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
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

• 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
全县森 林面积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
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
超限度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要激发学生兴趣，就要拉近与
生活的关系，与社会的距离

•案例要多

•材料要新

•引导探究
国家精品视频课程“自然地理与人类环境”
http://www.icourses.edu.cn/details/10319V001

http://www.icourses.edu.cn/details/10319V001


国家精品视频课程“自然地理与人类环境”
http://www.icourses.edu.cn/details/10319V001

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曼谷洪水、印尼海啸等灾害严
重的原因。

青藏铁路、沙漠公路是如何解决冻土和风沙影响的？

都江堰水利工程怎么利用水力学原理来解决“四六分水、
二八分沙”的？

中国最美的山十座中有五座是雪山,为什么？

http://www.icourses.edu.cn/details/10319V001


新的教材：

地学视野、案例分析、探究活动

试图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和探究性，

与《现代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性、系统性形
成互补



案例分析：每章至少一个（引导理论联系实际）

对于火星的探测
青藏高原形成的研究
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成因分析
庐山构造地貌分析
中国的海岸线究竟有多长？
武隆天坑及三桥是怎么形成的？
都江堰是如何利用弯道环流进行分水分沙的？
全球土地覆盖变化对陆地水循环的影响
测量地球上水量变化的重力恢复与气候实验
北美“黑风暴”事件的启示
生物圈二号实验计划失败的启示
三峡工程建设究竟对气候产生了什么影响?
海湾战争起因的地学分析
元阳梯田的经验与启示



地学视野：每章至少一个（新的或者经典的理论，
拓展视野、激发兴趣）

地理大发现及其意义
米兰科维奇假说
地球表层系统科学
太阳活动对地表环境的影响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暴露年代学方法对于地貌学研究的促进
数字地貌分析
行星地貌学
为何臭氧洞出现在极地？
绿水和蓝水
未来地球计划
地球关键带及其研究计划
生物圈范围的延展
泛大陆时期的超级季风



探究活动：每章至少一个（启发思考、引导探究）
分析火星环境
验证行星运动规律
预测未来世界海陆格局的变化趋势
讨论历史上的几次大航海活动对社会和地理学发展的贡献
分析蜡烛石的成因
分析融冻泥流运动的动力
计算不同地点的大气舒适度指数
计算分析海洋与陆地的水量平衡
探究大坝建设对水循环过程的影响
分析大熊猫成为中国特有种的原因
探究南水北调工程效应
分析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多种方案的异同
分析世界滑坡分布特征及成因
分析地震海啸对中国大陆影响较小的原因
胡焕庸线近百年不变的自然地理学分析



小结

• 地理学面临着绝好的发展机遇，学习、
教授、研究地理学是幸运的、是幸福
的。

• 学好教好地理学需要不懈努力，只要坚持
不懈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但愿在座的每一
位都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学家或者地理
教育家！



•谢谢！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现代自然地理学”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2

671.html

国家精品视频课程“自然地理与人类环境”
http://www.icourses.edu.cn/details/10319V001

http://www.icourses.edu.cn/details/10319V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