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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日益成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本章首先详细阐述
了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指出人文地理学在地
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学的研
究对象与学科特性，归纳出人文地理学是关于人类活
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相
互关系的学科，得出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中的社会
科学的结论，最后提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任务，认识
人文地理学的应用及理论价值。



第1节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特性

一、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

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

     



一、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

n 地理学把地球表面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来研究，地球
表面是人类生存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场所，人类的
生存、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地理环境，人与地理环境
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n 人文地理学以人文现象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
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人文现象的
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社
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人地关系

（二）区域研究

（三）空间分析

　　　人文地理学研究人文现象空间特征与人
类活动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活动、人类活动
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变化和规律，以及探讨
如何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以协调人地关
系。 　　　作为一门区域科学的地理学的学科，人文
地理学是从地域的观点去研究人文现象的区域
差异、区域分布、区域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发
展规律和演变趋向。

　　　人文地理学关注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
文现象的区位和空间变化，强调地方和空间

对过程与现象的重要性［7］，着重说明在
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和人文特性，
探讨其形成过程，揭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

系，并预测其发展变化趋向。 



三、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

n 社会性

n 区域性

n 综合性

           研究社会现象的地域结构是人文地理学的具
体研究领域，不同地域人文现象分布的发展和变
化，虽然受自然环境、技术条件因素的影响，但
是主要还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人
文因素，其中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是最

基本的因素。 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性还突出地反映
在其历史性上。 

          研究地理区域就要剖析不同区域内部的
结，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发展变化
的制约关系。人文现象的地理位置的研究，
它的分布范围、界限、类型、规律的研究，
区域特征以及条件的研究，区域划分的理论
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地图的编制等，都是区

域性的体现。 

          综合性的特点来源于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
人文地理学是从地域的角度去研究人文现象的。这
些人文现象内容繁多，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
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只有对所有关联因素进行
认真细致地综合，从总体特性进行研究，注重各种
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以及地表综合体
的特征和时空变化规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２节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一、人文地理学的产生

二、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三、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一、人文地理学的产生

       古希腊著名学者埃拉托色尼首创了“地理学”这
一名词，并力图说明人类生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国古代的人文地理记述包括《禹贡》及各种地
理志等。

      德国的洪堡和李特尔对古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
理具有奠基意义

       洪   堡：使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李特尔：认为要确立一门以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为基础的新的科学地理学，要致力于探究自然环境对
人类的因果关系。



二、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古代：对人文地理物象的描述

    近代 — 19世纪中叶：对人文地理物象的解释

      德国流派：拉采尔、赫特纳、施吕特尔：近代地理学的发
源地，注重学术思想的研究。

      法国流派：白兰士、白吕纳：注重小区域研究和实地考察。

      英国流派：麦金德的“大陆腹地学说”和罗士培的“适应”
论思想。

      美国流派：森普尔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亨丁顿的《气
候与文明》、苏尔的文化景观学思想、哈特向区域观点的代
表作《地理学的性质》



三、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地理学两大流派

2）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特征

3）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第三节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n 中国古代的人文地理学

n 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n 建国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1）充分掌握和分析研究资料

2）利用和编制地图

3）进行人文地理的野外考察工作
1）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在人文地理学的应用

2）遥感技术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3）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利用1）新三论的基本概念：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

2）研究的方法论：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

                           人文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



第４节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任务

一、人文地理学对科学认知的贡献及其学科建设任务 

二、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实践，提高其应用价值 

三、文化教育功能——为普及人文地理知识服务 



思考题 
1、人文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2、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涵是什么？
3、为什么说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中的社会科学？
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4、如何理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过程及其最新的
研究趋向？

5、认识建国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思考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

6、讨论人文地理学科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