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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为主体，人地关系为主线，以人类各种活动的产生、发展、变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构建
教材体系，按人地关系主要领域和问题设置章节，应用案例分析融人理论阐述，建立了一个联系各人
文地理要素或现象的解释体系，以探讨和总结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及其规律，是一部通论性的人文地
理学教材。

本书与目前中学使用的新教材密切结合，特别适合作为师范院校大学地理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
非地理专业的公共课程教材，还可供中学地理和环境教育课的教师以及经济、规划等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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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节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征和体系1.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征1）地域性——地理学科
的灵魂。
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表明，人文地理学必须阐明在什么地区有什么样的人文现象及其形成原因和发展
趋势。
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和变化受环境影响，表现出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一定的空间规模及其影响的区
域。
经济地理学之不同于经济学，政治地理学之不同于政治学，历史地理学之不同于历史学的原因就在于
地理学的地域性。
离开地域性或地域性不强，实际上就失去了地理性。
人文地理学地域性的核心问题是地域分异规律，无论是聚落的形成、还是产业布局条件的分析等，都
体现了地域性。
离开了地域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2）社会性——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
研究人文现象的地域结构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人文现象的发展和变化虽然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影响，但主要受人文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
制于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
因此，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地理学科，它与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都是以人和社会现象为
其研究对象的。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有历史的演变过程，但人文环境的演变过程更为迅速。
因此，要求人文地理学工作者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入文现象，找出演变规律，作出科学预测，为社会
服务，这既体现了人文地理学学科的特性，也是地理学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3）综合性——学科属性所决定。
人文地理学科属于交叉学科，涉及自然、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门学科，它们相互联系、渗透的特点
反映了本学科的综合性。
由于研究的现象复杂，学科的综合性特别明显。
在研究方法上，只有对所研究地域内的自然和人文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随着学科的发展，人文地理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还会
不断加强，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将会不断深化。
在社会实践中，人文地理学者也多承担综合性的工作，这正是本学科的优势。
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经济过程、文化过程、社会过程等一系列复杂的人文过程，而且更多的是人文要
素的综合过程。
只有通过综合视角，才能从纷繁的人文现象中找出规律。
4）复杂性——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特征。
随着社会发展，人文现象日益复杂多样。
人类活动既有经济活动又有非经济活动及人类本身的活动，人类创造的财富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人类活动又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动态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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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地理学(第2版)》：打破过去以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组建教材的“拼盘式”结构，建立了以人
地关系为主线、人为主体的科学教材体系，充分体现人文地理学教材通论性特点。
强调基础理论，并补充新知识，体现了学科教育功能的社会化、广泛化、适用化和独特化。
理论分析结合案例，教材可读性强，利于教学的学术性、示范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各章节列有复习思考题，或作业题或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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