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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空闯思维教与学的新视角 
●林元龙／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325000) 

．
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Hartshorne)认为“地理学家的任 

=i 务就是用空间来描述和分析现象的相互作用，并加以综 

合。”英国地理课程专家在《地理教育》一书中指出：“无 

论对地理学的某一具体领域存在着怎样的个人偏爱，但地理总 

是不可避免地涉及空间位置、空间分布、空间组合、空间联系。” 

一

、问题提出的缘由 

1．基于地理学科的特点与核心地理观点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人类活动与地 

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其主要特征之一为空间性 ，它所 

关注的是人与环境在特定地点和位置的相互作用。地理科学从 

空间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空间结 

构形态，同时也说明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联系 

性，从而推导出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以及发展规律。由于地理 

学科这一特性，所以其核心观点是观察地理事物的发展动态和 

分析地理问题时侧重空间视角，即在提出具体的地理事物时从 

空间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时以空间思维能力为主导，解决问 

题又落到地域性即人和空间的关系上。 

2．基于地理学科的基本概念与三个视角 

地理学的五个基本概念是：位置和分布、地方、人与环境的 

关系、空间的相互作用、区域。地理学的三个视角是：①从时间 

动态观察世界，认识地区(地域)特征及人类与环境的发生 、发 

展及变化过程；②从空间观察世界，认识区域特征、人类与事物 

的空间分布和地域组合，即从空间表述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和 

从空间分布观察认识世界的空间观念，把握分析问题的空间尺 

度；③从人地相互作用综 

合观察世界，认识人类与 

环境在特定地点和位置的 

相互作用，即综合的思想 

方法。地理学科的基本概 

念与三个视角在地理教与 

学中都要从空间出发，最 

终还原于空间。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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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地理学科的教与学实践与学生终身发展 

在高中阶段的地理学习中，一部分学生存在学习困难 ，主 

要原因是学生空间思维能力欠缺。传统教学价值观是重知识、 

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重“教”法、轻“学”法，静态过程多于动 

态发展。该教学模式未能深入学生形成空间概念的认知过程之 

中，教师无法有效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加工地理表象的过程。《普 

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明确阐释了“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事物 

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结构，而且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 

联系，并致力于揭示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空间演变规律”的课 

程性质。地理空间思维能力被视作地理学科特殊能力的核心要 

素，列入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要求。 

二、地理空间思维的内涵 

通过文献查阅，有关地理空间思维教与学的策略，不同学 

者认知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代表观点主要有三种：其一，认为应 

当以图代文培养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其二，认为应当加强直观 

演示使空间思维具体化；其三，认为应当以反思方法培养地理 

空间思维。目前，在地理空间思维教与学策略方面出现的问题： 
一 是忽略“地理空间思维”内涵的界定而造成因果关系混乱 ，让 

地理教师很难把相关理论和结论引入到实际教学中；二是关于 

地理空间思维具体领域不明确而造成教与学策略逻辑混乱、针 

对性不强。 

1．地理空间思维内涵 

地理空间思维是对地理事物、现象、图像的观察、分析、比 

较、概括、抽象与综合等多个维度思考，从而在头脑中创造性地 

形成它们的空间形象的心理过程。空问思维要素构成如表 1。 

表 1 空间思维要素 

要素 表 述 作 用 

各地方有何相同、不同之 比较的过程是结构调整，形成重要抽 比较 

处 象概念理解的途径 

一 个地方的特征对其它 地理空间事物对周围物体影响的范围 影响 

区域有何影响 和程度是地理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附近地方有何相同之处， 区域化使有关地方的信息更容易被记 区域 

能否被划分成一个组 住和交流 

该地方在哪里放置到一 用于河流、商业网点分布及其它自然 等级 

个巢状区域中 和人文现象 

地方间的变化是突变、渐 变化 时空视角思考地理事物变化 

变，或是有规则的变化 

遥远的地方有何相同状 相似 由此及彼的推理 

况，有何相同条件 

其排列状况是 集聚 、分 格局 觉察和描述地理事物的排列方式 

散、线、圆、波状还是随机 

关联 某些特征会一起发生 探究地理现象的因果等关系 

2．地理空间思维领域 

地理空间思维领域：地理空间形象思维 、地理空间定位思 

维、地理空间结构思维、地理空间相互作用思维、地理空间比较 

思维和地理空间综合思维。如图2。 

维 

图2 

三、地理空间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 

1．地理空间形象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1)地理空间形象思维的内涵：通过对地理空间要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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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直觉、类比、联想 、想象等思维形式在头脑中形成地理事 

物空间形象的心理过程。 

(2)教与学的策略：地图是地理空间思维的载体，各种思维 

活动常要借助地图进行展开。图文转化和换位能引发学生的知 

识联想，开拓思路，启发思维。这是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但教学应注意其知识容量和深度大大增加，需 

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系统知识和能力，同时课堂教学做到讨论一 

求异一反思一辨析一质疑。 

(3)事例：①以图释文。以直观图像表述教材中的文字内 

容，由抽象思维向形象思维转化。例图3工厂的布局：图中M 

为市场，N为原料供给地 ，以市场 M或原料 N为中心的同心圆 

表示单位运费等值图。若生产每吨产品需要原料8吨，原料和 

产品每吨每公里运费相同，工厂的布局仅考虑运费，则下列地 

点最适合布局该工厂的是何处?据图，从成本核算上考虑，很 

容易得出，产品比原料重量大大减轻的工业部门应布局在原料 

产地，使学生直观理解原料指向型工业的涵义。 

图3 

②以图释图。用新图表述、归结原图，特别是一些学生很陌 

生视角下的图形，需转换成学生熟悉的常用图形，从而降低难 

度，解决问题。例图4气候变式图：用气候的曲线和柱状图替 

代、解释气候的点状图，会使学生更熟悉，实现图形之间的相互 

转化，提高从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 

降水量 (n一 ) 

2oo 

100 

③图像叠加。通过叠—嵌等方式，不断调整改组原有的认 

知结构，实现知识迁移，形成新的问题情景。例图5要素叠加变 

式图：在中国水系图基础上叠加温度带和地形阶梯分界线信 

息，可让学生分析河流的水文特征或分析各地农业生产的自然 

条件；再叠加中国主要的矿产资源和城市信息，可让学生分析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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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等值线变式图：假定为等高线 

图、假定为等温线图、假定为等压 

线图、假定为等降水量线图、假定 

为等震线图、假定为等深线图、假 

定为等盐度线图、假定为日照时数 

等线图、假定为等太阳辐射量线图 

等，运用判断的一般方法、原则进 

行实际应用。 

图 6 

2．地理空间定位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1)地理空间定位思维的内涵：对地理事物、地理现象进行 

空间位置判定的心理过程。 

(2)教与学的策略：位置及其空间关系是地图的核心。区域 

空间定位能力形成对地理知识宏观上的整体把握，并把知识间 

的联系纳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经验。但要 

注意不仅需要构建静态的心理地图，还要形成动态心理地图。 

(3)事例：①绝对定位法。主要经纬线及交叉。例图7全球 

的区域位置：选择典型的经纬线在脑海中形成完整经纬网。 

②相对定位法。以主要的地理事物或经纬线为参照物的相对位 

置定位。③典型特征定位。利用区域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如轮 

廓的形状、地形起伏特点、河流、湖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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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地理空间结构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1)地理空间结构思维的内涵：对地理事物、地理要素在空 

间上的分布状态进行排列、组合的心理过程。 

(2)教与学的策略 ：地理空间结构是由点、线、面三个基本 

要素及相互结合在一起构成。引导学生从呈现于地图、表格和 

曲线图中的信息中辨识地理空间格局，运用多种方法对地理空 

间格局进行解释 ，画出地理空间格局。 

(3)事例：点是由地理事物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点 

状分布形态；线是由地理事物在地理空间上所呈现出的线状分 

布形态；面是由地理事物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出的面状分布形 

态。例图8由点、线、面构成的工业区域图。 

4．地理空间相互作用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1)地理空间相互作用思维的内涵：对地理事物、地理要素 

在空间上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交换和交流的心理过程。 

(2)教与学的策略：地理事物、现象在一定空间中并不是孤 

立存在的，它总是和其它地理事物、现象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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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样的联系。地理空间相互作用体现于两种形式：一是地理要素 

问的相互作用；二是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使学生理解区域间的 

相互依存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全球观念和国际意识。 

(3)事例：在学习河流的沉积作用时，引导学生分析河流上 

游的沉积物及原因；分析河流中游的沉积物及原因；分析河流 

下游的沉积物及原因；描述整条河流有何沉积规律；区分不同 

外力作用下沉积物分布规律等。 

5．地理空间比较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1)地理空间比较思维的内涵：确定地理事物、地理要素和 

地理现象在空间上的差异点和共同点的心理过程。 

(2)教与学的策略：比较是进行其它空间思维的桥梁。用比 

较方法认识地理特征，理解同一地理事象在不同地区的分布特 

征，以及不同地理事象在同一区域的分布，分析其形成原因及 

其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比较的方法有地理事象或本质的比 

较；类型结构的比较；状态或过程的比较等。 

(3)事例 ：如表 2 

冷锋与暖锋的区别 

认识。 

6．地理空间综合 

思维教与学的策略 

(1)地理空间综 

合思维的内涵：对一 

定空间上的地理事 

物和地理现象进行 

多个 维度思考 的心 

理过程。 

(2)教与学的策 

略：由于地理知识的 

综合性 ，应采用多重编码的方式简化、加工、转化 、联想、交流 

等。地理空间综合包括有一定空间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 

综合；一定空间内各自然要素之间的综合；一定空间内各人文 

要素之间的综合；系统地理与区域地理的综合。 

(3)事例：例图9气候分布规律及成因与自然带。 

四、结语 

学习者因生活媒体因素、个人认知因素、学习环境因素的 

影响，往往形成个性的空间思维定势即空间思维“前概念”，并 

在感情、理智上都很依赖这些前概念。因而，地理空间思维教与 

学过程中，需借助与发挥“前概念”的积极优势，克服“前概念” 

的消极影响。 

其一，概念转变学习理论认为，若空间思维的“前概念”与 

科学概念相一致，则会为学习起到“脚手架”的支持作用。因而， 

利用学生“前概念”中的积极优势，便于学习者的地理空间思维 

不断地做同化、顺应、统整和改变，以融合新的概念和扩展旧的 

知识结构，从而完善自己的地理空间思维。 

其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对地理空间思维的学 

习与建构都是基于原有的认知结构，那么，“前概念”便是深入 

继续学习的物质基础。因而，利用学生前概念中的合理成分，教 

师可以此引导学生，使之成为科学地理空间思维结构的“固着 

点”，使新概念更迅速准确地内化到个体概念网络，也有利于长 

时记忆。 

其三，学习者也有很多空间思维的“前概念”与科学的空间 

思维内涵不一致，会影响对地理新知识的同化和顺应，更有甚 

者，会歪曲新知识的意义，使学生产生新的错误的“前概念”， 

从而变成地理学习的障碍。因而，地理空间思维教与学过程 

中，要及时纠正、去除消极干扰作用，以免因对地理材料、事 

象、原理等的片面、错误理解而形成“前概念”造成知识结构 

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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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冷锋与暖锋的比较 

图9 

天 气 
类型 示意图 锋坡雨区 影响事例 过境前 过境时 过境后 

冷锋 冷气 暖气团 坡度大锋后 暖气团控制，天气 风雨雪，降温等天 气压升高，气温下 北方夏季暴雨、冬季寒 

； ； 晴朗、温暖 气现象 降，天气转睛 潮、冬春季沙尘暴 

暖锋 冷气团控制，天气 云层增厚 ，多连续 气温升高，气压降 春夏季雨带由南向北移 
暖气 气团 坡度小锋前 

％ 自 日 ∞口 晴朗、寒冷 性降水 低，雨过天晴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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