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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版初中地理教材图像系统的创新
李红梅 \中国地图出版社

根据《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修订的中图版地理教材（包

括教科书和图册），在图像系统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特色更加鲜明，地图编制

质量较高（教育部审查意见）。本文总结了新修订的中图版初中地理教材图像系

统的创新之处，旨在为下一步高中地理教材的修订总结经验。

一、地理教科书中图像系统的创新

1. 加强图像系统的地位

虽然图像系统与课文系统、作业系统一起，成为地理教科书的三驾马车，但

是我国的地理教科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更注重课文系统，以课文系统为主导，图像

只是作为插图存在。像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它们的地理教科书是以图

像为主导的，课文内容和活动都是围绕着图像展开。这次修订我们也把图像系统

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即图像系统与课文系统同等重要。这个定位是基

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地理图像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在表达地理信息方

面比文字更胜一筹；二是课程标准中列出的绝大部分知识与技能是要求学生运用

地图等资料来获得的；三是满足培养学生地理能力的需要。因此，在这轮修订中，

图像系统担负了重任，作用更加凸显出来。

例如，课程标准在中国区域地理部分要求：“运用地图与气候统计图表归纳

某地区的气候特征。”教科书在七年级下册“台湾”一节予以落实。图像系统为：

台湾岛的年平均气温图、年降水量图，台北和高雄的气温曲线和降水柱状图。学

生根据这四幅图，能够读出台湾的气温、降水分布特点，并归纳出台湾岛的气候

特征。在这些图像之后有一段文字，点到了台湾的气候特征：“气候湿热，热带

和亚热带”。

这种先图后文的编排方式，充分发挥了图像系统的功能。学生先通过图像直

观地认识和分析地理问题，然后通过文字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升，符合探究式

的学习过程，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用图像表达的，尽量

采用图像，从而整套教科书中图像系统和课文系统所占的篇幅达到了 1﹕1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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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关系，充分发挥了图像系统的优势。图像系统与课文系统紧密配合，相得益彰。

教科书图像系统的加强能够迫使学生摒弃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进行探究式地学

习，通过读图、用图、析图来获取地理知识和地理技能。

2. 充分发挥每种图像形式的功能

教科书中的图像类型多样（见下表）。每种图像形式的特点和功能不同，因

此要合理选择图像形式，把它们在表达地理信息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中图版地理教科书（七八年级全四册）图像类型统计

图像类型 地图 地理景观图 地理统计图 地理示意图 遥感影像 漫画

数量（幅） 261 522 64 34 17 14

比重 29% 56% 7% 4% 2% 2%

地图是图像系统中的传统角色，起着重要作用。地图主要承载地理事物空间

分布以及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联系等信息。地图是用抽象的符号来直观地表达地

理事物的分布，兼具直观性和抽象性，这是地图区别于其他图像类型的地方。教

科书中的地图分为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普通地图反映地理区域的基本地理特

征。普通地图中的地貌采用了两种形式，等高线分层设色和地貌晕渲。等高线分

层设色法是教科书中应用最广泛、最传统的地貌表示方法。在采用晕渲法的地图

上，虽然不能直接量测坡度，也不能明显地表示地面高程的分布，但它能生动直

观地表示地貌形态，使学生建立形象的地貌立体感，因此这次修订中晕渲法表示

地貌用的比较多。

专题地图是表达特定主题内容的地图。教科书中的专题地图非常丰富，它们

通常要使用特殊的表示方法详细地描述地理区域的数量和质量特征。

地理景观图在教科书图像系统中占的比重最大，包括景观照片和景观素描

图。地理景观图对于学生感知那些不易亲眼见到的地理景观来说意义非凡。景观

照片配以适当的说明文字，在介绍地理知识时既形象，又便于理解。景观照片具

有强烈的真实感，不过景观照片也有局限性，有时复杂的自然景物会掩盖教学需

要的地理特征，这时景观素描图在展示地理特征方面的长处便显现出来。例如北

京的传统民居四合院的素描图（七下第 35页）就要比照片的效果好。

地理统计图能将枯燥的数字形象化，是概括程度很高的图形。例如“地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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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构成”饼图，“中国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变化”曲线图，“中国入境旅游人

数增长”柱状图。这些饼图、曲线图、柱状图能够形象直观地说明数量问题。

地理示意图按所表现的内容，可分为地理知识、地理原理示意图和教学方法

示意图两类。例如“地球公转示意图”属于地理原理示意图，“台湾岛的位置与

各自然地理要素关联图”属于教学方法示意图。地理示意图对于学生理解地理知

识和原理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形式多样的图像，构成了教科书中强大的图像系统。这些图像形式互相配合，

共同担负着表达地理信息，承载地理知识和原理的功能。

3. 力求图像清晰易读，主题突出

图面复杂的图像会导致学生阅读起来很困难，从而妨碍了学习。这次修订把

地图图面清晰易读、主题突出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主要采用了下面四种方法。

（1）减少底图要素

底图要素是为了承载专题内容而选绘的普通地理要素，如洲界、国界、省界、

河流、湖泊、海岸线、居民点等。长期以来，我们的专题地图设计一直受到地形

图意识的束缚，底图要素选取的太多，这无疑会对专题内容的识读形成干扰。因

此，我们首先减少底图要素，使专题内容突出出来。

例如 “四川省交通运输”图（七下第 80页），底图要素只选取了省界、省

会和地级市居民点，而没有选取与主题关系不密切的地级市界、河流等要素。这

幅图虽然专题要素很多，各种道路交织在一起，但还是做到了图面清晰，阅读方

便。

（2）拆分专题要素

有些专题地图上承载着多个专题内容，这容易造成图面的混乱。例如原教科

书中的“中国主要交通线分布与人口分布关系”图，铁路、公路、最繁忙的航空

线与人口密度叠加在一起，复杂的图面严重影响学生的读图兴趣和效果。我们把

图进行拆分，铁路、公路、航空线这些内容单独成图，这样每幅图都很清晰。其

中铁路分布图放在教科书中，公路图和航空线图放在图册中。人口密度的内容在

七年级上册中已有，在交通运输这部分也便没有单独列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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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表示方法

专题地图内容的表示方法多样灵活，采用恰当的表示方法很重要。有些专题

地图，识读起来很吃力，与专题内容表示方法不恰当有关。例如原教科书中的“长

江沿岸地带农作物分布”图，用九种面色表示农作物的分布范围，识读起来困难。

修订后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主要农作物分布”图，则以面色加点状符号的形式来

表示农作物的分布，图面清晰，识读容易。

教科书中的地形图在选取地貌表示方法时也是根据地理区域的具体情况确

定的。例如 “四川省地形”图采用的是地貌晕渲法，川西高原山地和四川盆地

在地形上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比传统的等高线分层设色效果好。福建省泰宁县

的地理环境如果用等高线分层设色地图，也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采用了两幅地

图：一幅是泰宁县位置图，图中用写意法表示武夷山脉，交代了泰宁县西邻武夷

山脉中段的大环境；一幅是泰宁县鸟瞰图，通过具有一定倾斜视角的地貌晕渲，

体现了泰宁县境内低山丘陵的小环境。效果比较理想。

（4）增强视觉的层次感

好的地图在视觉上是有层次的，主题和重要内容突出于第一层面，相对次要

的内容处于第二层面，底图要素处于最低层面。地图有了层次感，自然也就清晰

易读。主要是通过色彩来区分地图的图面层次：第一层面的要素在设色上鲜艳、

显眼；第二层面的要素在设色上弱于第一层面的要素；底图要素在设色上浅淡，

从而沉着于下层平面。例如“中国主要跨流域调水工程”图，红色的调水路线处

于第一层面，蓝色的河流处于第二层面，浅淡的地貌晕渲和省界等底图要素处于

最低层面，视觉层次分明，主题内容突出。

在这轮修订中，地理景观照片在质量上也有很大提升。景观照片的选取以典

型、清晰为主要原则。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们从专业的图片网站买了很多高

质量的图片。

4. 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对学生有吸引力

使教科书图像系统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对学生有吸引力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

努力研究和实践的。这次修订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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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图色彩艳丽，增强美感

初中学生形象思维较强，抽象思维较弱，喜欢形象的事物、鲜艳的色彩和富

有美感的东西。因此，地图在设色上要艳丽，要美，要易于联想，以吸引学生的

注意。

例如“世界 1月平均气温分布”图，色彩非常鲜艳。用暖色橙色表示高温，

用冷色蓝紫色表示低温，这样一组由橙色—黄色—蓝色—蓝紫色的渐变色阶，从

暖到冷，不仅清晰美观，而且能够唤起学生的联想，从而加深印象，便于理解和

记忆。

对于一些传统的点状符号，在设色上也有大胆创新。例如“中国煤炭和油田

分布”图中矿产符号的设色，没有采用传统的黑色，而是用了饱和度很高，并且

具有强烈视觉对比的红色和蓝色，极具表现力和吸引力。

（2）使用象形地图符号

相对于抽象的几何地图符号，初中学生更喜欢象形地图符号。因此适合用象

形地图符号表示的地理要素，我们都尽量设计出生动形象的象形符号。例如“四

川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分布”图，自然保护区使用大熊猫的形象作为符号，生动活

泼。“埃及古代遗址分布”图中，用遗址的形象作为符号。农作物分布图中的棉

花、茶叶等多种零散分布的农作物也是采用的象形符号。

（3）运用对比手法，增强趣味性

图像成组出现进行对比，既能让学生加深理解，又很有趣。例如北京复兴门

外大街上世纪 50 年代和 2010 年景观照片的对比，形象地再现了古都新旧容貌，

这属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文景观的对比；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前后水质变化的对

比图，对比非常鲜明，这属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自然景观的对比；苏丹和德国两

个家庭一周食物花费的对比图，反差很大，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属于同一

时期不同地区人文景观的对比。这些对比既形象，又富有趣味性。

（4）应用新技术，提升时代感

应用新技术，提升图像系统的时代感，是吸引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东非大

裂谷和黄土高原等典型地区的遥感影像，真实再现当地的地貌特征；“港珠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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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示意图”（七下第 108页） 采用了地貌晕渲和 3D技术，立体地再现了地理

环境以及港珠澳大桥的走向、桥面和海底隧道；亚洲东部地区和欧洲西部地区夜

晚灯光分布图，直观地反映了该地区人口、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形式新颖，

对学生有吸引力。新技术的应用，使地理学科富有时代气息，拉近了地理与学生

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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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图册中图像系统的创新

1. 强调系统性与配套性的统一

地理教科书中的图像系统已经很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地理图册应该怎样编

写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这是我们在这轮修订过程中反复思考和论证的。地

理图册不能依附于教科书，作为教科书的附属品存在。最终我们给图册的定位是：

地理图册是遵循课程标准，与教科书配套的图像教材。地理图册不仅对教科书内

容起映衬、补充的作用，发挥配合和印证课文的功能，还要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上适当超越教科书，同时保持相对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成为能够脱离教科书使用

的独立的图像教材。

（1）系统性和独立性

地理图册中的图像系统遵循课程标准，追求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

图册成为独立于教科书的图像教材。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学生翻到地理图

册七年级上册第 30页～31页时，讲的是中国降水。内容有中国年降水量分布

图、中国夏季降水量分布图、中国冬季降水量分布图、9个典型城市的降水柱状

图、多雨区与干旱区的景观照片。这是按照地理图像自身的逻辑来讲中国降水的，

系统性很强。这一版面的内容使学生能够用图像来系统而完整地学习中国的降水

分布特点，培养地理思维。

（2）配套性

地理图册是按照所配套的教科书的章节顺序进行编排的。图册中的图像要配

合教科书所讲的内容，起到映衬、补充的作用。例如教科书中讲到“我国各地降

水量的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大部分降水集中在夏季。”图册中便安排了中国夏季

降水量分布图、中国冬季降水量分布图。图册帮助学生理解教科书的内容和扩大

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读图和用图能力。

（3）超越教科书中的图像

对于教科书和图册中都必须出现的地图，我们提升了图册中地图的层次，使

其更详细，比例尺更大。例如教科书和图册中都有“中国年降水量分布”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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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中的图，降水量分了 7级，而图册中分了 11级；教科书中图的比例尺是

1∶40 000 000，而图册中是 1∶30 000 000。图册图的层次明显高于教科书

图的层次。在这当中还要注意避免两者出现矛盾之处，以免给学生增加不必要的

负担。

2. 重视图组的构建和呈现

地理图册中的图像形式以地图为主。通过地图与地理景观图、地理统计图等

图像形式的组合，再现地理过程，反应地理原理和发展变化规律。例如八年级上

册“聚落”一节，以深圳作为案例讲聚落的发展变化。三幅不同年代的城区图形

成对比，分别配有景观图，然后还有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统计图，把聚落发展

变化这一问题阐述地既形象又透彻。图组辅以必要的说明文字，引导学生合理的

读图、用图。

3. 选用新资料加强现势性

地理图册中的内容进行了及时更新，具有很强的现势性。普通地图中的国界、

省界、道路、居民点等要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专题地图以及统计图表

中的内容，使用的是所能获取的最新资料。地理景观图采用的是近些年的，体现

了地理学科的时代性。

4. 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融合

地图的视觉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能够使学生从

美学的意义上去欣赏地图，得到艺术享受和熏陶。因此在重视地图科学性的同时，

强调其艺术性，让地理学科恢复科学与审美。主要利用色彩来增强地图的美感。

地图色彩的使用要有规律、有秩序，形成韵律美；要宜简不宜杂，宜少不宜多，

体现简洁大方之美；要有主有次，表现出主色调，体现和谐之美。图册在版面布

局上主辅图相呼应、疏密有度，清晰易读，体现出了秩序之美。

创新，没有止境。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处改变，都是紧紧围绕着我们教材的使

用者——学生进行的。我们只有真正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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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才能编制出令他们满意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