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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视角”就是思考问题的角度、观点

和路线。什么是地理空间视角呢？重新发现地理学指

出，地理学与其他分支学科一样，也具有一套发育完善

的视角。地理空间视角就是运用空间的观点认识、观察

世界的独特方法，是在解决地理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地理

思维方式。地理学是一门关于空间的学问。地理学家指

出，地球表面上的一切地理现象、一切地理事件、一切

地理效应、一切地理过程，统统发生在以地理空间为背

景的基础之上。抽去地理空间的系统研究，或者不探索

地理空间的分布、形式、结构、规律等内涵，其余的

有关地理学的理论原则，无一例外地都会失去存在的意

义。[1]可见，地理学的视角关注地方和空间过程与现象

的重要性。通过地方、空间和尺度的透镜观察世界的地

理学方法，就成为地理学视角重要组成成分，人们将其

称之为地理空间视角。

地理空间视角主要表现在：在思考和解决地理问

题时，首先要把思考的对象放到特定的空间内，继而把

思考的方向指向特定的地方和空间，分析其空间内的地

理现象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关系。同时，在相当多的情形

下，还要在空间尺度的基础上叠加时间的因素。在地理

教学过程中如何向学生渗透地理空间视角呢？其关键的

教学要领就是向学生渗透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线，

主要教学对策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使学生意识到：思考地理问题首先要把

认识对象置于一定的空间内

地理是一门研究地方空间地域的科学。其中，

“把世界组织为区域加以认识”是一种重要的地理方法

论。通俗一点儿讲，就是采用“划区”认识的方法去认

识地理问题。其中的“划区”，一方面，要对研究对象

的区域范围予以准确界定，即要“根据其空间大小的差

别性，划分为大陆、地区、地方和地点来理解地表”；

另一方面，要研究地理事物所在空间的性质特征，即依

照地理事物的属性进行区域类型划分。渗透地理空间视

角，应当设法使学生意识到，有的时候是要根据认识的

需要将认识对象所在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尺度，有的时候

则要将所认识对象的区域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因而，一个重要的地理教学对策就是：应使学生

领悟到，之所以将认识对象划分为大陆、地区这样大尺

度的区域，主要目的在于要从整体着眼，从中得出概

括性和普适性强的结论；之所以将认识对象划分为地

方、地点这样小尺度的区域，是为了特别关注典型性的

细节，侧重对区域个性及细节的描画。这对地理教学有

着重要的引领价值，即教师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在引导

认识较大尺度区域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关注区域的整体

性，同时学会忽视一些细节，注重总体特征、一般性规

律的归纳总结。而在认识小尺度区域时，则要引导学生

认识区域内的细节特征，同时学会以大尺度为背景和依

据，提取细节，对其作较为细致的描述。

把认识对象置于一定的空间内，除了关注区域尺

度范围大小外，还要注意引导学生将所认识的对象区分

为不同类型的区域加以认识。特别是在认识区域特征

时，这种区分显得尤为必要。在区域地理知识体系中，

认识区域特征是学习区域地理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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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征由区域内部具有突出特征的地理要素或要素组

合得以呈现，而不同区域的主导要素使区域之间产生差

异。区域差异是区域互补的直接动力根源，从而导致了

区际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认识区域特征是学习整个

区域空间的基础。其认识路线可以概括为：先找出一个

区域内地理要素特别显著的征象和标志，然后将其综合

起来，从而得到对区域整体特征的认识。可见，认识区

域特征是以识别这个区域“某一要素特别显著的征象和

标志”为基础和前提的。例如，认识区域的自然地理特

征，要从区域的地形、气候、河流等方面找寻特别显著

的征象和标志；认识区域的人文地理特征，则要从区域

的人口、聚落、工业、农业等方面找寻特别显著的征象

和标志。

二、使学生领悟到：分析某一特定空间内地

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应主要依循哪些角度

地理空间系统由不同的地理要素组成，但无论是

单一要素的深入认识还是要素的简单相加都不能真实地

反映客观世界，只有通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

系表现出的结构、功能性意义才能完整、综合地解释空

间地理现象。通常，揭示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正确认

识地理环境特征和地理事物形成过程的有效途径。在中

学地理中，要使学生领悟到，分析某一特定空间内地理

事物之间的联系应主要依循如下思考角度和路线。

1. 以位置为依托分析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

地理空间内的要素填充、要素间的结构特征及整

体空间的表征形态都与该区域的占位状况直接相关。在

分析影响某个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中，一般把位置

的因素放在首位。分析“位置”对地理事物的联系通

常要考虑：第一，“位置”与太阳辐射能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纬度位置与气温带的关系；第二，由温度差异引

起的空气密度梯度、气压梯度，从而引起海水和大气的

运动。这是因为，基于地球的形状、地表的起伏状况，

使来自太阳的辐射能量在地表分布不均衡，从而产生能

量梯度。于是，温度在地域空间上产生大范围的梯度

渐变。温度的分布不均使大气、水产生运动，致使光、

热、水等在地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组合分布。这就直

接影响了空间内的要素内容和配置及组合方式[3]，从而

决定了空间的整体面貌和格局，进而影响人类的经济活

动和社会活动。

2. 以要素为基础分析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

空间环境各要素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各组成要

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演绎了地表变化的漫

漫历程。地理空间内要素联系观旨在让学生认识到，各

要素中，每个要素都在地理环境中缺一不可，扮演着重

要角色，其中一个要素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其他要素的演

变，而且会对整个空间环境产生影响；同样，整体空间

环境的发展对其中任意一个地理要素的变化起着重要的

作用。例如，四大圈层中，水圈影响着气候、植被、地

貌；气候要素不间断地作用于岩石、生物和水；生物联

系有机界和无机界，促使能量迁移，改造并影响水体成

分，促进岩石的风化和土壤的形成。四大圈层之间普遍

存在着热能、化学能、动能的交换，而圈层与圈层之间

亦无明显的界限，四大圈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

了地球空间整体。该视角转换到小尺度空间亦是如此，

空间内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不以空间的大小和方位的转

换而消失或改变。例如，“我国西北地区荒漠化”的要

素之间因果关系：植被稀少导致植物蒸腾作用小，致使

降水稀少、蒸发强烈，从而导致地面干燥，进而导致水

土流失，致使肥力下降，土壤肥力下降又是致使植被稀

少的重要因素，同时，植被稀少又导致风蚀作用加强，

加快了水土流失（图1）。由此可见，任何空间内，地

理事物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单一要素同时影

响并作用于多个要素。正是由于地理事物之间的这种相

互联系与共同作用，才塑造了地球表面的现实形态。

图1  西北荒漠化要素关系图

3. 从空间上成因联系的角度分析地理事物之间

的联系

空间环境中的地理要素，其空间分布状态、展开

范围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规律与成因上

的联系。相邻区域之间的差异表现出要素更替渐变、连

续性转换的关系，由此可见，区域差异与地理事物空

间分布的成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一观点要求地

理教学不仅要讲清地理现象在空间上的展开范围和位置

排列状态，还要解释分布状态与其它环境要素的空间关

系，即空间上的成因联系。例如，学习地中海气候的

分布，不仅要知道它分布在南北纬30°~40°的大陆西

岸，而且还要引导学生了解：在水平方向上，地中海气

候介于北面的温带海洋气候和南面的低纬度热带沙漠气

候之间，即地中海气候只是介于这两种气候类型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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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类型。从植被类型来看，地中海气候所在的植被属

于亚热带常绿硬叶林，介于北面温带海洋气候所在的温

带落叶阔叶林和热带荒漠植被之间。

这一观点旨在培养学生从空间的定位、要素组成

及成因关系看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在地理教学中应力

求达到如下教学目标：①能够正确认识不同的空间范围

决定了不同的自然地理特征；②了解不同地理要素、要

素组合及整体空间环境对地理事物现象的影响；③了解

地理事物在空间上的成因联系。

三、使学生领悟到：在空间的基础上叠加时间

因素会得到更加准确的认识

时间性是地理学的永恒主题，用时间的角度看待

地理问题是空间视角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方法之一。一切

地理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推

进、演变的。高山终将风化和剥蚀为平地，湖泊终将被

沉积物和植被填埋。如何从时间的角度分析地理事物的

发展呢？通常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用运动的眼光看地理事物的发展

地理中的时间问题只有与地理“过程”相联系才

有其存在的可能和意义。地理事物在空间中随着时间的

推移与演进表现出新旧更替、此消彼长的演变历程。它

是地理事物在空间发展中的动态变化“过程”。从时间

的变化特点来看，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种形式：①有规律的周期性循环运动。这种“运动”

的时间特点主要表现为周期循环性，即在一定的时间范

围内，地理事物由初始位置，经过一系列的运动环节

又回到原来位置的运动。在中学地理中，主要表现形式

有大气循环、水循环、大洋环流等；②演替式运动。这

种运动的特点是由原来的初始状态，经过一系列的新旧

更替变化，最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时间上没有特定的

范围，从初始状态到再次恢复到初始状态为一个时间周

期。如地壳中的物质循环、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等；

③扩散运动。这种运动在时间上表现为无限制的持续运

动，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化之中。如城市的发展、工业的

发展、科技的进步等；④特定时间范围内的空间运动。

这种“运动”的主要特点是根据人为需要而划定时间范

围，呈波动性运动。如气温的日变化、年变化，特定时

间范围内农作物产量变化等。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应擅

于引导学生分析不同类型的“空间运动”发展变化特

征，总结空间运动的规律，了解地理现象发展变化的具

体环节、顺序以及各阶段的表现特点，引导学生准确认

识“回归”式运动、“演替”式运动、集聚、扩散运

动、波动性变化规律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表

1所示），力求使学生学会按时间变化特点进行地理过

程归类的方法，培养学生在地理学习中构建知识框架的

思维习惯。

表1  空间运动形式[3]

运动类型 运动形式 实例

回归式运动
初始位置—一系列运动环

节        —返回原来位置

大气循环、水循环、大

洋环流、地球运动

演替式运动
初始状态—一系列新旧更

替变化—恢复原来状态

地壳中物质循环、生态

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扩散运动
地理事象由某一中心向四

周发散的过程

卫星城建立、污染物扩

散、工业发展扩散

波动性运动
地理事物数量在一定时间

内持续变化的过程

气温的日变化年变化、

农作物产量变化

2. 用变化的角度分析地理事物的演进

空间变化是地理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空间

运动一系列变化与演进的过程所反映出的变化结果，它

是地理事物经过演变后的现实状态。在分析地理事物发

展的过程中，通常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对比地理事物的

现实状态与其初始状态的区别，并从中建立其与外在环

境和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在地理教学中，“空间变

化”可以根据现实结果推断地理事物的演变过程和初始

状态。例如：分析岩石的风化过程，我们要先确定岩石

的类型和性质，再从太阳辐射、温度变化、水、生物作

用、地质营力、整体空间环境等作用分析其演变过程。

从时间的维度看，空间变化有长时间和短时间变化之

分，不同的时间尺度表现出不同的现实状态和结果。例

如，特定空间内的水循环，短时期范围内，有些季节水

循环活跃，降水丰富，有些季节水循环表现不活跃，降

水较少。从多年的平均状况看，全球降水收支平衡。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空间运动形式，其时间特点也存在

差异。例如，地壳中的物质循环，其发展需经历漫长的

历史时期，而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周期相对较短。

3. 用预测的方法推断地理事物的变化趋势 

空间预测是地理科学能力与地理科学方法的有机

结合，是通过地理事物空间运动及空间变化的有效观

察，并对地理过程进行准确分析以后做出正确推断的重

要思维能力。根据地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空间预测从时间维度可分为对过去的推测和对将来的预

测，根据发展变化的时间长短又可分为长期变化预测和

短期变化预测。例如，人口迁移的预测，可以根据现在

的人口现实状况推测过去的人口状态；也可以根据人口

迁移过程的特点和当前人口现实状况，分析将来人口特

征。从时间长短来看，不同尺度的时间范围，人口迁移

产生的结果不同，对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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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就要求教师在地理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猜测，

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验证假设，充分的利用地理规律性

知识，培养学生的空间预测能力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这一视角旨在培养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视

角和比较的方法分析地理事物的发展和演变历程。教师

在教学中应力求达到如下教学目标：①认识不同的空间

运动形式，知道不同类型空间运动的周期及特点；②学

会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地理事物变化结果与发展过程之间

的关系，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分析地理事物渐变的过

程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结果；③能够准确预测地理事物

发展变化的状态，认识长期变化预测与短期变化预测的

区别联系。透过上述分析，地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

意的培养学生分析地理事物动态变化过程的能力，引导

学生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分析地理事物发展变化的

原因，揭示地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地理空间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填充着性质各

异的地理要素，要素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有这

一切都被赋予了时间特征，既能追溯其历史，又处于不

断的发展演化之中。空间视角的三个维度能合理的解释

这一切。如图2，横轴表示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竖轴

表示特定的空间，纵轴表示时间。图中所示的欧式立体

几何图形表示三轴所在平面的叠加，即特定地理空间。

三轴中的任意两轴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特定空间轴上

的点由区域尺度大小和方位决定，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

随着空间的改变而变化；空间内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随

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个区域空间，其内部发展

都伴随着时间因素。这种联系恰恰说明了任意两轴中要

素与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三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相互交融，为人们提出、回答、识别和解决地理问题以

及评价可能产生的后果，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特
定
空
间  

事物之间的联系 

图2  空间视角结构图

参考文献：

[1] 牛文元.理论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袁孝亭,利用地理空间要素发展学生空间思维

[J].课程•教材•教法,2009,(8):02-67.
[3] 袁孝亭.张志孝.“地理过程”知识及其教学设计

[J].教学研究,1996,(1).
[4]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

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编,黄润华译.重新

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M].北京:学苑出

版社,2002.
[5] 袁孝亭.地理学科特殊能力论[J].中学地理教学

参考,2006,(11).
[6] 韩渊丰,张治勋,赵汝植.区域地理理论与方法

[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学

以

致

用

展示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图片和资料，并提出两个问题：

1、描述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成过程。

2、试以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成为例，说明内力作用与外

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关系。

答案：1、流水沉积、地壳抬升、流水侵蚀。

2、内力作用把它抬升为高原，外力作用在高原上侵蚀出

深谷。 

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成过程中，内力与外力是同时起作

用的，是它们共同塑造了大峡谷。

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分析

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成过程

以及内外力的相互关系。

引导学生把知识运用

到实践中去，认识自然界

中的地貌的形成过程。

10分钟

学

生

留

言

展

示

如果把一块石头放在831的数字模具上，经过风化、侵蚀作

用，这块石头会成831数字的形状镶嵌在模具内吗？

如果没有内力和外力作用，世界会怎样？

由于黄河三角洲的堆积增长，山东的版图会不会无限的增

大？

岩石圈的物质循环有没有能量耗损？

钻石和玉石的形成与岩石圈的物质循环有无关联？

分享大家对本节课的发

散性思考，了解更多的相关

知识。

拓 展 学 生 的 发 散 性

思维，培养学生的问题意

识 。 同 时 扩 充 了 课 堂 容

量。

3分钟

结

语

教师：身未动，心已远。学完本节课后，你有没有点想去旅行的冲动？心动不如行动，背起行囊我们出发吧，大自然才是最

好的地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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