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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层次、

多类型的方法论体系。本章规范了人文地理学
研究的一般程序，然后从哲学角度介绍了对人
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影响最大的四个哲学流派：
即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
哲学流派；最后全面分析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
究方法，如野外考察、社会调查、统计分析、
计量方法等；另外还强调了研究技术和手段在
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第１节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n 确定研究课题

n 制定研究计划

n 收集、整理资料

n 调查研究与实地考察

n 分析研究

n 研究总结，成果评审



第２节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一、经验主义方法论

二、实证主义方法论 

三、人本主义方法论 

四、结构主义方法论 



一、经验主义方法论
　　感 知 经 验

　　　杂 乱 的 事 物

　　定义、分类、量度

　　有条理的事物

　　　归纳、概括

　　解  释

法则和理论的建立



二、实证主义方法论
感知经验

真实世界结构的映像

　一种先期模式
（映像的正式表现）

　假设

　　　　　实验设计
（定义、分类、量度）

　数 据

　　　检验程序

（统计检验等）

法则和理论的建立

　解 　 释

负   

反   

馈

正  

反  

馈



三、人本主义方法论

n 历史地理学领域

n 文化地理学领域

n 社会地理学领域

　　　在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看来，在历史地理学
领域，实证主义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历史
结论已存在，无需再通过分析归纳得出，故
在这个领域只能依靠唯心主义方法，为了理
解一个历史上特殊区域背景下的人文景观或
事件，人文地理学家必须思考位于人类活动
背后的动机。这种思考是完全主观的，主要
根据自身或他人感应的环境来推知历史上在

多种因素下产生的机制。 

　　　重点是地方观念的研究，即人与地
点之间的联系。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看来，
人与其生活和经历的地点之间可以建立
心理和情感联系，即人对地方的看法，
如归属感，地方赋予人的安全感、地位
等。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地方观念的形
成和发展，在居住区研究等工作中有重
大意义。 　　　研究主体的人和客体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

人的行为受制于主体的感知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
为了解释人的行为，就要研究环境对于行为者的主观
意义。只有从个人所形成的环境感应以及由这种感应
产生的映象和意境地图出发，人们才能作出在空间中
进行活动的选择。 



四、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最有影响的
有两点：①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事物，
这从地理学家强调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和
人地关系系统中可以看出。②试图超越
地理因素寻求深层结构来解释地理现象。 



第３节　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调查研究方法

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模型方法

三、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

四、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系统分析方法



一、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调查研究方法

n 地理社会调查

n 科技文献资料

n 地理调查和信息获取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n 区域地理方法：描述、比较和归纳 



二、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模型方法

（一）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数学模型 

（二）数学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 

统计分析模型　　　规划与管理模型　　系统分析模型

分布型分析　相互关系分析 　类型研究 　网络分析 　趋势面分析 　空
间相互作用分析 　系统仿真研究 　过程模拟与预测研究 　空间扩散
研究 　空间行为研究 　地理系统优化调控研究 　



三、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

（一）人文地理学中的现象学方法 

（二）时间地理学方法 

（三）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生态方法 



四、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系统分析方法

（一）系统分析方法评价 

（二）系统分析方法在区域规划中的应用 
1.系统问题的形成

2.系统分析

3.系统评价

　　　系统分析是对系统要素的性质、功能、
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对系统的各种不确定
因素、系统的组织、结构、状态和可能的
变化，通过综合处理，建立模型，反复验

证，以作出判断，并提出抉择方案。 



1、简述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如果你要写
一篇论文，你准备如何着手拟订研究步骤和计
划。

2、不同哲学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产生
的影响。

3、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获取和搜集地理信息和
资料有哪些途径和方法？

4、在相关的国外网站上检索1990年以来社会地理
学进展的文献，并做一个综合评述。

思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