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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新时代高等教育创新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这使地理科学专业课程改革面

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在现代高校课程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使数字化教育与高校课程深度融合的教学

方式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地理科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综合自然地理学具有综合性、整体

性、交叉性等特点。目前该学科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仍滞后于新形势下所提出的发展要求，存在着教学资

源不足、教学互动困难和教学内容抽象等问题。Google Earth作为一款具有空间、时间尺度的现代化的

地理信息软件，以直观性强、交互性高为特点，将其融入综合自然地理教学中可弥补该课程传统教学手

段的不足。本文以不同尺度的地域分异规律教学为例，尝试将Google Earth软件应用在综合自然地理学

课程教学中，以期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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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proposes the innovativ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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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mak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geographic science majors 
fac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modern college curriculum teaching, it is a trend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eply integrate digital education with college curriculum. As a basic 
theoretical course for geography science majors, integrated natural geography in geographic science 
majors is comprehensive, holistic, cross-cutting, etc.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of this dis-
cipline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difficult teaching interaction and 
abstract teaching content, etc. Google Earth, with its moderniza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strong intuitiveness and high interactivity,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each-
ing. Taking the teaching of the law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at different scales as an example, 
Google Earth is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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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改革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求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促

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推动教

育数字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2]；计算机辅助教学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

途径。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有较多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成功案例[3] [4]，以 Google Earth 为例，该软件

在广阔的专业领域中均有较强的适应性。例如：生态学中，结合植被监测技术、遥感技术和 Google Earth
在地表覆盖的监测中进行带宽和评估，检测环境的变化和防止自然资源被破坏；气候学中，结合气候模

式、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特征，利用 Google Earth 进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土木工程学中，结

合卫星图像数和 Google Earth 的辅助公路和桥梁建设，可对环境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开展交

通管理和公路维修等工作。近年来，Google Earth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地理科学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中。

例如，李高聪等人将 Google Earth 应用于海洋地貌教学，认为这是提升学生区域认知能力有效的手段[5]；
危润初等人通过 Google Earth 在地学类课程中的应用，认为其能弥补野外实践教学课时的不足，提高教

学效果[6]。 
《综合自然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中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时空演变过程及地域分异规

律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强调从整体探讨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与变化过程中的物质能量转换关系[7]。在

综合自然地理学科教学中，最能表现综合地理学科综合性、交叉性和整体性的是教学内容的广阔性及其

教学要素的关联性[8]。对于以展示自然地理环境系统的组成和结构为中心的综合自然地理学而言，传统

教学手段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例如，在植被的分布、景观类型的描述方面较为抽象；地理环境演化过程

的阐释无法突破时空限制；各类教学资源的更新速度无法满足现代教学需求等问题，导致学科教学效果

不佳[9] [10] [11]，且目前在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实践中，运用信息化教学的案例相对较少。由此可见，

将新型地理信息技术引入综合自然地理学课堂教学，推动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将以 Google Earth 为

例，展示在综合自然地理课程中融合使用新技术的具体案例，以期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教学改革提供新

思路，实现《综合自然地理学》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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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ogle Earth 在综合自然地理学教学中的优势 

2.1. Google Earth 辅助综合自然地理学教学的优势 

Google Earth 是一款具有三维实景展示功能的地图搜索引擎，该软件内置的 3D 地形显示和遥感影像

整合技术，能够以虚拟实景三维地球仪的方式展示大量影像、航拍照片和三维数据[12]。同时，Google Earth
配备的定位查询、地形展示、实景路线游览、历史影像对比等功能，在展示自然地理环境组成及演变方

面，具有直观性强、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6]。对于强调空间整体性的自然地理学科而言，Google Earth
是实现地理景观和地理过程可视化表达的良好载体。 

在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教学中，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通常较为抽象，Google Earth 可较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例如，在 Google Earth 建立的虚拟自然地理场景中，植被垂直分布场、山地地形地貌场等

元素能够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满足学生对实地场景空间感知的需求，达到帮助学生直观感知和理

解知识的教学效果。尤为重要的是，Google Earth 在综合自然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解决教学素材获取存

在局限性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具有典型地理现象的分布区，Google Earth 的历史影像和实景漫游功能可

削弱时空条件的限制，帮助学生获取各个地域的相关数据，丰富综合自然地理规律教学实例。另一方面，

Google Earth 的宏观实景展示功能可帮助学生建构自然环境的整体格局，基于学生自身的实践经验来印证

前人的研究成果。此外，Google Earth 中海量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在教学实践中师生均可调用，能够实现

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的教育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课堂教学展示与成果交流探究提供平台。同时，Google 
Earth 可通过网络编程语言链接本地或网络的文本、视频、音频、图片等，可加强师生的互动交流，为高

效的综合自然地理课堂的构建赋能。由此可见，将 Google Earth 引进综合自然地理的课堂，有助于打破

传统教学模式面临的困境，有效解决教学内容的抽象性问题。同时，增强师生间和学生间的合作交流，

为综合自然地理课程改革提供新思路。 

2.2. Google Earth 在地域分异规律教学应用中的优势 

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及成因是综合自然地理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地

域分异规律包括纬度分异、干湿分异、垂直分异、构造分异和地貌部位分异等。这些地域分异规律的呈

现往往需要较大尺度的地域作为载体。然而，对于较大尺度的地域分异规律，传统的讲授法不利于学生

感知和理解地理环境要素间的差异及其变化。将 Google Earth 引进综合自然地理学课堂，可发挥其在地

域分异规律方面的诸多优势，从而提高综合自然地理课程教学质量。 
 

Table 1. The specific advantages of Google Earth in the teaching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laws at different scales 
表 1. Google Earth 在不同尺度的地域分异规律的教学中具体优势 

地域分异规模 教学重点 GE 辅助教学呈现的具体内容 

大尺

度地

域分

异 

全球地域分异规律 海陆分异现象 

海洋与陆地的分化过程 
海陆平面形态特征及大陆瓣组合形式 
海洋深度与大陆平均高度的测量 
全球的热量带及气候带分异 

全海洋和全大陆的地

域分异 
地理事物和现象空间

分布及形态特征 
大陆与大洋的自然带更替现象 

纬度地带性和干湿地带性分异规律 

中小

尺度

地域

分异 

山地垂直地带性分异 
地理事物要素的全方

位考察分析 

区域内或山体地貌形态及自然带分异特征 
局地的地理环境演化过程模拟 

局地的微观实景差异 
地域分异成因探究 局地的地域演变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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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在展示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独特优势。1) Google Earth 是

地域分异规律可视化表达的良好平台，它能够从不同尺度展示特定的地理对象，直观呈现各种尺度下的地

理环境分异现象；2) Google Earth 具备地形夸张功能，可放大地形起伏，突显地域间的差异，帮助学生更

好地感知和理解地理环境的差异性；3) Google Earth 的实景路线漫游功能和地表景观实景模型能极大地突

破空间限制，增强地域景观分异教学直观性；4) Google Earth 的历史影像切换功能可提供近百年地域分异

局部变化的数据，反映一个区域较长时间尺度的地理环境演化过程，有利于拓展学生对地域分异规律变化

的认知维度。Google Earth 软件在不同尺度的地域分异规律的教学中具体实施如(见表 1)所示。 

3. 基于 Google Earth 的综合自然地理教学案例开发设计——以中尺度规模的地域分异

为例 

3.1. 中尺度的研究区域选取 

中尺度的地域分异是指由高原、山地、平原内部的地貌差异所引起的地域分异。与高原、平原、盆

地和海洋相比，山地的景观气候和生态环境具有浓缩的环境梯度、高度异质化的生境以及相对较低的人

类干扰强度等特征，同时，山地是景观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集聚地，且景观垂直变化梯度大，堪称水

平地带性规律的“缩微模型”[13]，因此，山地可作为地域分异规律教学的理想研究区。 
新疆托木尔峰地处天山山脉，海拔 7435 米，为天山山脉的最高峰[14]。该区域地质、地貌、气候、

水文、植被、动物和土壤等自然要素十分丰富，具有多样的自然地带类型、地貌类型和自然地理区域类

型。较大的垂直梯度变化使托木尔峰土壤、植被等地理要素在平面投影图像上密集分布，因此可作为研

究中尺度的自然地理环境分异规律的典型地区。 

3.2. Google Earth 在中尺度规模的地域分异教学设计 

托木尔峰地区地处亚欧大陆内部，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较大的高差使该区发育了较完整

的垂直自然带谱[14]。受到东西走向的天山山脉屏障作用和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双重影响，托木尔峰南

北坡的水热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塑造了南北坡不同的自然带谱类型。整体而言，南坡紧邻塔克拉玛

干沙漠，地势较为平坦，受来自西南方的干燥气流的影响，降水相对较少，植被稀疏；北坡地形崎岖，

受天山山脉和周边山地的显著影响，气温较低，降水较充沛，植被覆盖度高。由于南北两坡水热条件的

差异，造成植被覆盖度和植被类型的差异，进而导致土壤类型垂直方向上的差异(见表 2)。 
 

Table 2. Vertical zone spectra of vegetation and soil on the north and south slopes of Tomur Peak 
表 2. 托木尔峰南北坡植被与土壤垂直带谱 

南坡 北坡 
分布海拔/m 植被带 土壤类型 分布海拔/m 植被带 土壤类型 
1300~1900 温带荒漠带 棕漠土 <1900 山地温带草原带 山地黑钙土 

1900~2200 山地温带荒漠草

原带 山地棕钙土 1900~2900 山地寒温带针叶

林带 灰褐色森林土 

2200~2900 山地寒温带荒漠

草原带 山地淡栗钙土 2900~3500 高山寒带草甸带 高山草甸土 

2900~3600 高山寒带草甸带 高山草甸土 3500~3700 高山寒冻苔原带 高山草甸土 
3600~4200 高山寒冻苔原带 高山草甸土 >3700 高山冰雪带 无 

>4250 高山冰雪带 无    
 
本次案例涉及的教学内容包括自然环境的物质组成、自然环境的内部联系、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

异规律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等(见表 3)。主要教学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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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Google Earth in the case teaching of Tomur Peak 
表 3. Google Earth 在托木尔峰案例教学中的应用示例 

教学内容 Google Earth 功能 托木尔峰案例演示 

自然地理环境物质组成 实景影像 山体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 

自然地理环境的垂直结构特征 实景路线漫游 南北坡自然地理要素差异对比 

自然地理环境时空结构 历史影像 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模拟 

自然地理环境的水热关系 地形模型 不同垂直地带间的更替情况 

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实景对照 不同地区垂直分带的差异对比 

 
1) 利用 Google Earth 的地点搜索功能确定托木尔峰山区的地理位置和范围(见图 1)。在 Google Earth

中以托木尔峰地标为中心进行显示缩放，引导学生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展示托木尔峰的地理位置并思考

该地理位置对形成托木尔峰独特地理环境要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以宏观视角认识地理整体环境的空间认

知。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定位能力和地理分布格局的觉察能力。 
2) 利用 Google Earth 图层叠加功能导入托木尔峰地区植被、土壤等图层，引导学生整体观察托木尔

峰南北坡的植被分布情况，初步识别自然地理环境组成要素。借助 Google Earth 的三维立体地形图，直

观展示托木尔峰主要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地形、气候、水文、生物和土壤等要素(见图 2)，了解托

木尔峰垂直自然带谱的地域分异特征，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综合体的概念。Google Earth 的可视化内容能够

呈现托木尔峰垂直自然带谱的一些地域分异特征。根据托木尔峰不同地带的带谱分异，引导学生分析自

然带分异的成因(见表 4)。在操作 Google Earth 的过程中，学生通过直观生动的实景模型，加强对自然要

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关系的理解。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 vapor sources on Tomur Peak 
图 1. 托木尔峰水汽来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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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Overall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and actual route diagram on the north and south slopes of Tomur Peak 
图 2. 托木尔峰南北坡植被整体分布及实景路线示意图 

 
Table 4. Google Earth visual analysis of vertical zone spectrum and genesis of Tomur Peak 
表 4. 托木尔峰垂直地带谱及成因的 Google Earth 可视化分析 

影响因素 可视化内容 成因分析 

构造运动 整体海拔 4000~5000 米 新构造运动→山地隆升→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作用侵蚀→
奠定自然带形成基础→自然带逐渐分异 

气候 地理位置 

温带气候的南缘→自然带基带建立在温带之上 

中纬度大陆内部→西风带→降水主要来自北冰洋和大西洋的

冷湿气流→自然带水分条件基础 

地形 两侧山地呈不对称分布，北陡

南缓 

北陡南缓→对来自西部和西北部的湿润气流的阻挡作用存在

差异→自然带分异 

海拔高度的增加→地表水、热状况发生明显分异→植被、土壤

等的垂直分布 

微地形 河谷地区垂直地带性中的非地

带性分异现象 
不同的微地形和地面组成物质→水热条件和土壤性状差异→

自然景观类型的变化 

 
3) 利用 Google Earth 的环形实景游览模式集中展示托木尔峰各自然要素随海拔高度变化的情况(见

图 2)，增强教学的视觉效果。在课堂演示过程中，重点展示托木尔峰南北两坡的自然带谱差异(见图 2)，
引导学生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同时引入托木尔峰南北两侧昭苏县和拜城县的地理环境差异现象作为具

体案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并分析两地景观差异的成因，培养学生综合思维与地理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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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教学过程可实现 Google Earth 与综合自然地理课堂中关于“地理环境地域分异”教学的融

合应用，从而实现全范围、多尺度地向学生展示多样化的地理环境的教学要求。通过从气候、地形、海

陆、时间、构造等多个维度对地域分异规律的产生机制进行剖析，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地域分异规律的内

在机理。 

4. Google Earth 在其他尺度的地域分异规律教学示例 

4.1. Google Earth 与大尺度地域分异规律 

大尺度的地域分异涉及全球或整个海洋或陆地，其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非常广泛。Google Earth 的虚

拟地球模型可呈现全球视角下的地理环境，是大尺度地域分异呈现的良好载体。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

观察 Google Earth 中虚拟地球模型影像，以亚欧大陆 30˚N 附近植被覆盖情况为例，展示全球大尺度视角

下水平方向上的地域分异规律。重点展示我国浙江至青藏高原一带，自东向西探究植被覆盖情况与水热

条件的关系(见图 3)。自东向西：1) 距海距离增加，降水减少、蒸发增强，植被覆盖度降低；2) 整体海

拔升高，平均气温降低，气候从亚热带季风气候向高原气候转变。在热量、降水和地形等地理因子的共

同影响下，导致 30˚N 一带植被类型和植被覆盖呈现出明显的变化。此外，通过 Google Earth 的图像叠加

层功能，加载气压图、降水量图等数据与 Google Earth 的地图影像相结合，将抽象的数据直观化，帮助

学生理解水分差异导致的非纬向地带性分异。 
 

 
Figure 3. Hydrothermal conditions and vegetation landscape changes at 30˚N 
图 3. 30˚N 一线水热条件及植被景观变化 

4.2. Google Earth 在小尺度规模的地域分异规律教学示例 

自然地理环境的现代结构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而这种演化规律是地域分异规律在时间维度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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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在展示小尺度地区的时空变化分异中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以西藏自治区第一大湖纳木错为

例，Google Earth 中的历史影像功能可较好地展示该湖在一定时间跨度下水域变化情况。结合不同时期纳

木错水域范围和湖岸线长度等数据，Google Earth 可直观地呈现湖泊的动态变化情况。例如：对色林错历

史影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近 40 年来该湖泊水域面积不断增加，其中北岸水域变化尤为显著(图
4(B)~(D))。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 Google Earth 的历史影像功能，引导学生观察湖区周围的其它地

理要素变化并分析原因，设计与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相关的教学问题。例如，1976 至 2015
年间，纳木错水域面积从 1928 km2 增加到 2018 km2 [15] (图 4)。试借助 Google Earth 找出能够印证湖区

水域变化的自然地理要素，并推测色林错面积增大的原因，同时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帮助学生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构建对地域分异规律客观全面的认识，加深对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特征的理解。 
 

 
Figure 4. Changes of water area in Selinco in recent 40 years 
图 4. 色林错近四十年水域面积的变化 

5. 结语 

Google Earth 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现代化教学提供新的思路。结合 Google Earth 在《综合自然地理学》

不同尺度的地域分异规律中的实践，我们认为该软件与综合自然地理学教学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教学

资源，有助于学生更全面、更直观和更系统地理解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异的复杂性。为确保综合

自然地理学课程现代化教学的改革顺利实施，教师应提升将现代技术工具合理灵活地融入到课程教学中

的能力，从而推动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教育改革，促进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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