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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概述



地理学的定义与特点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学科，具

有综合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总结词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旨在探索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

这些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规律。它涉及到多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包括地形、

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要素，以及人口、经济、文化、政治等人文要素。这些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地理学研究的重点。

详细描述



总结词

地理学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

和增进人类福祉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详细描述

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对于解决全球

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资源

可持续利用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

地理学的研究也有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包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等方面。

此外，地理学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然

和人文环境，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地理学的重要性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

地理学三个阶段。

总结词

古代地理学主要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描述，缺乏

科学方法的运用。近代地理学开始运用科学方法进行

研究，注重对地球表面的区域差异和类型划分。现代

地理学则更加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生物学、环

境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互融合，形成了多个分支领

域和研究重点。同时，现代地理学也更加注重实践和

应用，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详细描述

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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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的研究领域



人口地理学

研究文化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
传播和演变规律。

文化地理学

政治地理学 旅游地理学

01 02

0403

研究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及开发
利用，旅游区的规划和管理。

研究人口分布、迁移、增长等规律
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研究国家、地区间的政治关系和政
治格局及其地理背景。

人文地理学



地貌学
研究地貌形态的成因、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

系。

气候学
研究地球大气圈及其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

。

水文学
研究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循环、运动规律

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土壤地理学
研究土壤类型、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

系。

自然地理学



农业地理学
研究农业生产的布局、区域发展等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工业地理学
研究工业生产的布局、区域发展等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商业地理学
研究商业网点的布局、区域发展等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交通运输地理学
研究交通运输方式的布局、区域发展等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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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研究环境污染的来源、影响及治理方法。

环境污染与防治

研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重建的方法和途径。

生态保护与修复

研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实现可持续

发展。

资源可持续利用

环境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

城市规划

研究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交通

规划等，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区域规划

研究区域发展规律、资源配置、产业

布局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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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的研究方法



VS

实地调查法是地理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

法之一，通过实地考察和观察，获取第

一手资料和数据。

详细描述

实地调查法包括野外调查、社区调查、访

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可以深入了解地理

现象的实际情况，收集到真实、具体的数

据和信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总结词

实地调查法



总结词
遥感与GIS技术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

感等技术手段获取地理信息数据，利用GIS进行空间分析和可视化。

详细描述
遥感技术可以快速获取大范围、多尺度的地理信息数据，GIS则可以对这些数据

进行处理、分析和可视化，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和变化

规律。

遥感与GIS技术



总结词
数学模拟与模型是地理学研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模拟地理现象的发展过程和规

律。

详细描述
数学模拟与模型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地理现象的内在机制和动态变化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数学模拟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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