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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思维

PART 01



地理思维的定义

地理思维是指人们运用地理学的知识

和方法，对地理事物进行观察、分析、

综合、判断和解决的能力和过程。

它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思维方式，

涉及到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

律和空间关系等方面。



地理思维强调对地理事物的全

面考虑，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

的综合分析。

综合性

地理思维注重地理事物的空间
分布、空间联系和空间变化，
强调空间视角的重要性。

空间性

地理思维关注地理事物的动态

变化过程，探究其演变规律和

趋势。

动态性

地理思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践性

地理思维的特点



地理思维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综合素质，
包括观察力、分析能力、判断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

提高综合素质 促进跨学科融合

应对全球性问题 指导实践应用

地理思维能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融
合，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面对全球性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
口问题等，地理思维能够帮助人们更
好地理解和应对。

地理思维在资源开发、城市规划、环
境保护等领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有
助于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地理思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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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观念的形成
地理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个人经历、教育背景、文化传统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通过学习和实践，人们逐渐形成对地理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进而形

成自己的地理观念。

地理观念的应用

地理观念的应用涉及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用地理知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

题。例如，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领域，都需要运用地理观念来进

行科学决策。同时，地理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地理观念的定义



地理思维具有综合性、区域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综合性要求人们综合考虑自然和人文因素，分析地理事物的形成

和发展；区域性要求人们关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理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变化；实践性要求人们将理论知识

与实际相结合，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地理思维的特点

培养地理思维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掌握扎实的地理基础知识、了解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关注现实生

活中的地理问题、进行实践调查和实验等。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地理思维能力，更好地认

识和解决地理问题。

培养地理思维

地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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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理观念
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更新和丰富，地理思维能够引导人们不断更新
和修正已有的地理观念。

培养地理思维能力
地理思维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在面对复杂的地理问题时，能够更
加全面、深入地思考和分析，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形成正确的地理观念
地理思维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地理现象、事物和规律，
从而形成正确的地理观念。

地理思维对地理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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