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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涔山乡土地理研究与实践教学基》

内容概要

《管涔山乡土地理研究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结合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对管涔山乡土地
理进行综合考察，分别针对管涔山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进行总结分析，认为管涔山区是理想
的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管涔山乡丰富的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气候、水文水资源等自然景观
形成自然地理教学的天然课堂；典型的农牧交互区风俗民情、久远的历史沿革、重要的边塞烽火遗迹
、珍稀的文物古迹、浪漫的民间传说构成人文地理教学的社会大课堂。总结整合管涔山乡土地理要素
，形成独特的管涔山专项地理实习和管涔山综合地理实习体系，并对实习期限及相应路线布置提出实
施方案，是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良好的参考书。
《管涔山乡土地理研究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可供地理科学类专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研究生、教师以
及相关研究人员和地理爱好者、户外旅行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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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庆荣，男，在读博士，副教授，1965年5月出生，山西原平市人。1986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地
质系：后在企业工作18年。2004年7月获地质工程硕士学位，同年8月到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
，2008年考入太原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致力于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完成
省级科研课题1项，参与2项，主持完成院级科研课题1项。吴樊升，男，教授，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主
任，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山西省高校&ldquo;教学名
师&rdquo;，山西省青年科技奖、&ldquo;山西省青年教育专家&rdquo;获得者。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全
国高等院校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地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主持省级课题15项，主持各类横向科研课题20多项。出版《旅游美学》、《旅游资源学》全国高
校通用教材2部，出版《地理教育新论》等著作9部，发表论文50多篇。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二
等奖2项；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省社科联重点
课题成果二等奖各一项。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区域开发、旅游资源评价、地理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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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第一节 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一、野外实习是教学计
划的重要组成二、野外考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三、野外实习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环节第二
节 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一、野外实习的主要程序二、野外判别方向三、野外测距
四、野外测坡度和高度五、测定点位第二章 管涔山自然地理要素特征第一节 管涔山区域概况一、管
涔山的地理位置和范围二、管涔山区的基本状况和特色第二节 管涔山地质地貌特征一、地层及岩性二
、地质构造与岩浆岩三、地貌第三节 管涔山水文与水资源特征一、河流二、泉水三、湖泊四、地下水
五、降水量六、蒸发量七、径流特征八、含沙量九、水质第四节 管涔山气候与气象特征一、日照二、
气温三、降水四、风第五节 管涔山土壤与植被特征一、土壤二、植被第六节 管涔山自然资源一、植
物二、动物三、矿产第三章 管涔山人文地理要素特征第一节 历史延革一、政区建置历史延革二、现
代政区建置演变第二节 文化艺术一、文物古迹二、佛教文化&uml;第三节 旅游开发一、发展规划二、
景区区划三、特色项目策划四、专项旅游活动第四节 军事要地一、紫塞长城二、宁武关三、宁化守御
所四、古堡古屯第四章 管涔山自然地理专项实习第一节 地质地貌专项实习一、岩石观察与识别二、
地质图的阅读与分析三、地质罗盘仪的使用及岩层产状测量第二节 水文与水资源专项实习一、河流的
观察二、水文观测三、湖泊的观察四、泉的观察第三节 土壤与植被专项实习一、土壤调查与剖面观察
二、土壤类型的识别与观察三、植被群落抽样调查第四节 气候专项实习一、风的类型与观察二、雨的
类型与观察三、云的类型与观察四、山地气候带的观察第五章 管涔山地理科学综合实习第一节 实习
区域划分一、核心区二、周边区三、辐射区第二节 实习路线布置一、东寨-芦芽山-荷叶坪线路二、东
寨-天池线路三、东寨-春景洼线路第三节 实习观察点分布一、核心区主要观察点二、周边区主要观察
点第六章 管涔山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实现与总结第一节 实习方案设计与实施一、短期实习二、中
长期实习三、长期实习四、方案实施说明第二节 地理科学综合实习总结一、实习报告的编写二、习作
论文的撰写第三节 地理科学专项实习总结一、地质野外实习的总结二、水文野外实习的总结三、生物
地理野外实习总结四、土壤地理野外实习总结五、气候野外实习的总结参考文献附录1 山西地质年表
附录2 管涔山实习基地核心区观察点分布图附录3 二马营综合自然地理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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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地理科学野外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野外实习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　　地理科学
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现象与人文事项的形成演变过程和分布规律的科学。地理现象和成因复杂多
变，课堂上讲授的自然地理知识是前人研究和实践总结得到的最普遍的原理，高度概括归纳的结果。
实际自然地理现象往往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非常复杂。通过野外实习可以把抽象的地理科学
理论与实际的自然地理现象结合起来，真正理解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因此，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是自
然地理教学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野外实习，一方面结合实际应用和验证课堂教学所学到的理论
知识，加深和巩固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学习对地理科学各组成要素的调查方法和技能，以
及综合分析观察自然地理现象和人文地理事项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规律。所以野外实习是地理科学专
业教学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野外实习，可以加深对地理学基本原理和实际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培养地理科学的空间观点和综合分析能力，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野外考察是进
行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所谓科学研究，简言之就是有目的的探究，通常是以用发现的事实修正现
有结论为目的而进行的大量调查和实验。因此，收集和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科学资料的丰富程度
，直接关系到研究者学术水平的提高。地理资料包括的方面很多，除了文字资料外，地图、航空照片
、卫星照片（TM磁带）、幻灯片、录像磁带等也是地理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搜集资料有很多方面
，诸如教师讲课、学术报告、专题讲座、文献阅读等。室内文字图件资料要搜集，这是前人劳动成果
，也是从事研究的基础。要博览群书，选读文献，尤其是外国文献原著，经常做笔记、卡片。但不能
单纯依靠前人的资料，要有拓宽和纵深，要学会从实践中获得资料的基本技能，进行分析研究的能力
，才能有所提高。因此，坚持做科学的野外考察去收集第一手资料才是至关重要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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