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地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旅游地理>>

13位ISBN编号：9787810829892

10位ISBN编号：7810829890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丽芳　编著

页数：2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地理>>

前言

　　“中国旅游地理”作为旅游类专业的基础课，在提高导游人员导游水平，提高导游词的科学和文
化內涵，帮助管理人员掌握旅游资源及旅游开发知识等方面，都是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
因此，这门课程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其所讲授的内容为导游和旅游管理从业人员所必备的基本知识
。
　　本教材立足于区域旅游地理知识的基本原理与逻辑联系，以介绍中国的旅游资源为主，介绍有关
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为辅，并使两者有机地融合，从而增强了实用性。
本教材主要突出了旅游地理分区的特色，每个旅游大区从其旅游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特征入手，按省
区介绍主要旅游景区及景点的分布、特点，以及旅游枢纽城市与旅游交通等內容，从而可以较好地满
足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的教学需求。
　　本教材由湖南女子职业大学的何丽芳老师编写。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教材，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感谢与致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教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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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中国特定地域为研对象，全面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形成的环境和特征，阐述了各旅游区域的地
理环境、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线路、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及景点。
本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旅游资源地理环境与特征、中国自然旅游资源、中国人文旅游资源、中国
旅游交通地理、中国旅游地理区划、八大旅游区的旅游地理特征和主要旅游景区及景点介绍。
    本教材既重视旅游地理学科内容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又突出了旅游地理学本身的时代性和开放性，
吸收了最新的有关旅游地理的信息，有较多的景区及景点介绍，从而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
    本教材适合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使用，也可作为旅游行业人员培训和职业资格考试参考用书，
还可作为旅游者的旅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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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旅游资源的地理环境与特征　　1.2　中国旅游资源形成的人文地理环境　　人文地
理环境是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如历史文物、民族风情、城乡风貌、文化艺术等因素组成的社会
人文综合体，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方性、历史性及创造性。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人文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中国丰富多彩的人
文旅游资源。
　　1．2．1灿烂的历史文化　　1985年，在长江三峡地区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204万年，是迄今
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时期我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
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三皇五帝传说算起，中国约有5 0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绚丽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明，给后人留下了浩如
烟海的历史文化古迹，由此形成了我国在规模上、数量上和历史文化价值上都为世界任何国家不可比
拟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
　　1．丰富的历史遗迹　　从我国发现的史前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来看，中华民族主要发祥于古地
理环境优越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就形成了华北和华南两大文化体系，其中包括著名的元谋文化、蓝田文化、
许家窑文化和丁村文化等。
到距今9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已形成了旱地农业、稻作农业和狩猎采集三个史前文化区
。
其中距今7000～4600年的河南渑池仰韶、陕西西安半坡、山东泰安大汶口和章丘龙山、浙江余姚河姆
渡等古文化遗址，都是人类文明的史证。
　　有史以来，黄河流域成为古代世界人类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心地
区。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这一重心又大体经过了东迁南移的地域扩展过程，由此形成了以黄河中下游
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五省一市，以及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
长江中下游地区省份和东南沿海福建、广东等省份为主，不同朝代的历史文化古迹较集中的地区。
　　2．独特的文化艺术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发现于河南殷墟的商代甲骨文
是现代汉字的祖先。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墨、道、法家文化，奠定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深厚的根基。
我国传统的史学、唐诗宋词、国画书法、戏曲杂技等，均是世界上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艺术。
　　此外，我国特有的医学、烹饪、武术均为世界所瞩目。
　　3．杰出的物质文明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就开始发展的制陶、冶铜、漆器、烧瓷
、丝织等，都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工艺技术。
其中丝绸和瓷器曾在历史上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而享誉世界。
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技术发明，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我国古代的园林、建筑与石刻等实体艺术，以及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为代表的众多杰出古代工程，
都是古代物质文明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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