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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导论》

前言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地域分异与人地关系的学科
体系。它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地球表层巨系统，是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与人类圈所构成的
统一整体，是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组合在一起的复杂体系。因此，地理学是具有跨越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性质的一门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理学不断扩大并深化其研究领
域，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现代地理学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地理学综合性、
区域性的观念，已经形成了涵盖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科学等众多分支的科学体系。　
　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也有许
多问题需要解决，如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农业生产潜力的发挥与提高、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规
划、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及环境评价、预测与保护和自然灾害及减缓对策等。无论从学科发展角
度，还是从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国家需求看，中国地理学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迎来发展的
有利机遇。我们要以地球陆地表层系统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指导，促进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交叉和
渗透，加强综合与跨学科研究，要继续引入新理论和新思想，应用新技术手段，加强实验模拟和定位
观测试验，进行系统分析与综合论证，建立模式、发展理论，将中国现代地理学提高到国际地理学研
究的新水平。　　在地理学人才的培养中，专业主干课程的设置很重要。“地理科学导论”是一门使
学生全面了解地理科学和初步掌握地理科学研究方法，力求培养学生的地理科学思维和地理科学能力
的专业主干课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就提出，应该在大学本科开设一
门介绍地理科学，使学生整体了解地理科学的课程。他们的真知灼见，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
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的地理教学研究会决定，在各大学地理专业开设“地理
科学导论”（或“地理学引论”）的主干课程。因为“地理科学导论”所讲授的不是各种具体的地理
知识，而是“关于地理学或地理科学”的知识。所以，它在培养大学地理科学诸专业学生的地理科学
思维和地理科学能力方面，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　　青年地理学家潘玉君教授，勤奋踏实
，虚心好学，多年来专注于地理学理论与区域实践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主持了多项国家及地方重
大课题，出版了十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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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科学导论》是地理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基本掌握地理科学理论
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科学的地理意识、地理精神和地理能力。本书是作者在20多年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基础上，根据地理科学专业规范而编著的一部体现研究型或探索型学习的地理教材。主要内容包
括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核心、学科体系、基本价值、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现代发
展等。
    《地理科学导论》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科学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生和工作人员以
及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参考。本书由潘玉君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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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　　古老而年轻的地理科学，至今仍面临着“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
是什么”等问题没有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答案的局面。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
地理科学要形成与完善学科建设工程，必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为什么呢？原因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之所以是这门学科的最根本问题，是因为其研究内
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社会功能等都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否明确，直接决定
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决定着学科科学性的含量。　　如何回答“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
么”这个问题呢？对于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最一般认识、哲学认识和科学实践认识，是回答地理科学的
研究对象乃至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重要理论基础。《现代汉语词典》对研究对象的解释为：研
究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角度，阐述了研究对象问题，写道：“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杰出的科学
家钱学森院士从科学哲学层面和科学实践角度，在其《论地理科学》中更加精辟地论述了学科的研究
对象问题。他论述道：“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
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所以，从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研
究角度的独特性和研究侧面的选择性等方面切人是回答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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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科学导论》是在2001年出版的《地理学基础》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共分为地理科学的研
究对象、研究核心、学科体系、基本价值、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现代发展等八章。这八
章构成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目的是使学生全面了解地理科学，初步掌握地理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
生的地理科学精神、地理科学意识和地理科学能力。在每一章中都安排有思考题，在这些思考题中，
不仅有常规性思考题，而且还有研究性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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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服了，这本书彻底刷新我三观。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呵呵
2、由于自己的专业和地理有关，在导师的推荐下，买了这本书，书里佩带光碟。很实用的理论基础
教材。虽然现在已经十二五了，但是书里的内容不影响现在对针对性问题的解答。理论原理成体系。
出自大家之笔，总结归纳地理知识，推荐大家好好的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
3、这是大学用的
4、教学所买
5、地理科学导论 桥梁
6、还行吧，配合一些具体资料的书，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7、内容读过了  很好  对我很有用！
8、不错，非常喜欢，字体很清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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