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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不仅给各大高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带来机遇与挑战，而且支撑专业发

展的课程也同样面临挑战。文章就《自然地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优化展开研究，提出教学内容优化需

遵循与人才培养目标契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满足行业对人才能力的要求以及结合地方自然地理环境

等原则。以伍光和《自然地理学》教材为例，划分重点和次要讲解章节，并从增添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

保护内容、加强土地资源自然地理特性剖析、引入3S技术应用介绍、补充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知识、综合

解析自然地理条件在规划中的实际运用等方面着手优化，以期提升教学质量，培育出契合国土空间规划

需求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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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system not only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major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but also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courses that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
ducts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Physical Geography” course, and 
clearly puts forward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being 
in line with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s,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meeting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y for talents’ abiliti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local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aking Wu Guanghe’s “Physical Geography” textbook as an example, it divides the key 
and secondary teaching chapters, and starts the optimization from aspects such as adding the con-
tent of ecosystem servic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on, strengthening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geo-
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resources, introducing the application introduction of 3S technol-
ogy, supplementing the knowledge of comprehensiv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compre-
hensivel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n planning, in or-
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e professional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na-
tional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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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具有地理学特色的城乡规划[1]，地理学特色主要体现在综合性、区域性

两方面，支撑这两个方面特色的课程主要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课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后，

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要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指引，在实施过程中，除了城乡规划学之外，涉及最多的

是地理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2] [3]，其中自然地理学涉及地球表层各个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及其相互作

用，是进行国土空间规划必须要考虑的综合性要素。自然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关键作用。 
首先，自然地理学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深入研究了地球表层自然

环境的组成、结构、功能、动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学生通过学习自然地理学，能够了解气候、地形、土

壤、水文、植被等自然要素的特性和相互关系，这是理解和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前提。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只有清晰地把握自然地理基础，才能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布局，避免违背自然规律

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其次，自然地理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系统分析能力。自然地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相互

关联的有机整体，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能够让学生学会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理解人类活动与自

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反馈机制。这种综合思维和系统分析能力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至关重要，能够帮助规划

者全面考虑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制定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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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自然地理学为城乡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生态依据。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调生态优先和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下，自然地理学中的生态知识，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脆弱性评估等，

能够指导规划者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实现生态空间的有效保护和优化。 
此外，自然地理学中的地质、地貌、水文等知识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具有直接的

指导意义。例如，了解地质构造可以避免在不稳定的地质区域进行大规模建设；掌握水文特征有助于合

理规划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防洪排涝设施的布局。 
最后，自然地理学对于塑造学生的环境伦理观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它让学生深刻认识

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城乡规划实践中更加注重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推动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总之，自然地理学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具有基础性、指导性和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是培

养高素质国土空间规划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大部分《自然地理学》教材在内容上并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的

进步而进行更新，难以与当下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实际需求相匹配。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困境，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的

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对《自然地理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教学内容改革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此外，

本研究还可为其他相关专业的自然地理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自然地理学教学的整体发展和

创新。 

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自然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优化应遵循的原则 

2.1. 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原则[4] 

深入研究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明确该专业对自然地理学知识和技

能的具体要求。例如，培养方案中强调学生应具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分析自然地理要素与城乡空间关系

的能力，那么在《自然地理学》教学内容优化中，就要着重增加地理信息系统在自然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方法和案例。 
以培养方案为指导，确保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相互衔接、相互支撑。比如，在后

续的城乡规划原理、区域分析与规划等课程中需要用到自然地理中的地形地貌分析和气候数据应用，那

么在优化《自然地理学》教学内容时，就要提前为这些后续课程打好基础，做到知识的递进和连贯。 
依据人才培养目标，调整教学重点和难点。如果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生态城市规划的人才，那么

在自然地理学中，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就应作为重点详细讲解。 

2.2.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原则 

在优化教学内容时，不仅要注重自然地理知识的传授，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例如，通过设置开放性的自然地理问题，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和分析，提出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5] [6]。 
融入自然地理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和实践案例，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让学生参

与实际的自然地理调研项目，提高他们的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撰写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交流能力。可以通过小组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共同完成与自然

地理和城乡规划相关的课题，锻炼他们在团队中的合作与协调能力。 
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引导，让学生能够在课后自主拓展自然地

理知识，跟踪学科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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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业对人才能力要求的原则 

了解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就业方向和职业发展需求，针对性地优化自然地理学教学内容。比

如，对于倾向于从事城市景观规划的学生，加强自然地理景观形成与演变的教学；对于致力于土地资源

规划的学生，重点讲授土壤地理和土地利用的相关知识。 
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将最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融入教学内容，

使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够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变化。 
邀请行业专家和优秀校友举办讲座，分享自然地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经验和职业发展路径，帮助

学生明确专业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学习自然地理学知识。 

2.4. 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相结合的原则 

深入研究学校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如地形、气候、土壤、植被等，将其作为教学的重要实例

贯穿于整个课程中。例如，如果学校地处山区，那么在教学中可以重点分析山地的自然地理过程、生态

系统特点以及山区城乡规划中面临的自然地理挑战和应对策略。 
组织学生进行当地自然地理的实地考察和调研，让学生亲身体验和观察地方自然地理现象，培养他

们对本地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分析能力。 
引导学生将所学的自然地理知识应用于解决当地城乡规划中的实际问题，如地方特色景观的保护与

开发、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规划等，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鼓励学生挖掘地方自然地理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为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规划提出创新性的建议

和方案，培养学生的地方情怀和服务地方发展的意识。 

3.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自然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优化 

为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能够更好地应用自然地理学相关知识，本文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3.1. 教材内容的优化 

自然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基础课程，通常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土地资源

管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地理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均有开设[7]，由于各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学

科背景的差异，其课程教学内容也应该有所差异。 
本文以伍光和的《自然地理学》教材为例，进行教材内容的优化。对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

说，重点讲解的章节包括： 

绪论：了解自然地理学的整体框架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为后续学习建立基础。 

第三章(大气圈和气候系统)：气候对于规划中的微气候设计、生态廊道规划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制定至关重

要。 

第四章(海洋和陆地水)：水资源的分布、利用和保护是国土空间规划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关系到城市和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地貌)：不同的地貌类型对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保护布局有直接影响[8]。 

第七章(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了解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生态空间布局以及评

估生态服务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章(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其中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地域分异和人地关系研究，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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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讲解的内容包括： 

第一章(地球)：地球的基本特征和圈层构造等知识，为后续理解其他自然地理要素提供基础，但相对应用较少。 

第二章(地壳)：地壳的组成和演变等内容在地质灾害防治和土地稳定性评估方面有一定作用。 

第六章(土壤圈)：土壤的特性和分布规律对于农业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 

3.2. 增加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保护的内容 

详细介绍各类生态系统的类型，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

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组成要素[9]。 
深入讲解生态系统的功能，包括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等过程，以及这些功能对维持生态

平衡和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9]。 
系统阐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如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意愿调查评估法等，并通过

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计算，让学生掌握具体的操作流程。 
全面探讨生态系统的保护策略，从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到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提

高公众环保意识等多个层面，使学生了解保护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措施和方法。 

3.3. 强化土地资源的自然地理特性分析 

对不同的土壤类型进行细致分类，如红壤、黑土、棕壤等，讲解它们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以

及这些特性对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分析各种地形地貌，如山地、平原、丘陵、盆地等，研究它们的形成机制和空间分布规律。 
深入探讨地形地貌对土地利用的限制，例如山地不利于大规模农业开发，而平原更适合建设城市和

发展农业。 
研究地形地貌对土地利用的适宜性，比如在丘陵地区可以发展林果业，在沿海平原可以进行港口建

设和海洋产业开发。 

3.4. 介绍 3S 技术在自然地理要素获取中的应用 

通过 3S 技术(遥感 RS、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球定位系统 GPS)能够获取多种自然地理要素信息。 
遥感(RS)可以获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如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等的分布及变化)、植被(类

型、覆盖度、长势)、水体(河流、湖泊、海洋的范围、水深、水质)、地形地貌(类型、起伏)、地质(构造、

岩性分布)、土壤(类型、湿度)、冰川和积雪(面积、厚度、融化情况)以及自然灾害(火灾、洪水、地震等的

发生范围和影响程度)等信息。 
地理信息系统(GIS)能够整合和管理多源自然地理数据(如地形、气候、土壤、植被等)，分析自然地理

要素的空间关系(如河流与地形、植被与土壤的相关性)，还能模拟自然地理过程(如水土流失、气候变化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全球定位系统(GPS)可精确获取自然地理考察点(如山峰顶点、河流源头、特殊地貌位置)的位置信息，

监测地壳运动和地面沉降，辅助实地调查以准确记录样地、采样点的位置。 
综合运用 3S 技术，能够更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取和分析自然地理要素信息，为自然地理学研究和

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有力支持。 

3.5. 补充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的知识 

介绍水资源的分布规律，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储量、分布和循环过程，以及不同地区水资源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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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状况。 
简要介绍矿产资源的类型、成因、分布特点、矿产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可持续开发的策略。 
介绍森林资源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研究森林的生长规律和分布特征，以及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方式。 
让学生探讨水、矿产、森林等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协同管理方法，强调资源综合管理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3.6. 综合分析自然地理条件在规划中的实际应用和影响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土空间规划案例，如城市群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海岸带规划等。 
针对每个案例，详细分析规划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包括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要素。 
探讨自然地理条件如何影响规划的目标定位、功能分区、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 
研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适应和利用自然地理条件，降低不利影响，实现规

划的可持续性和生态友好性。 
引导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将自然地理知识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能力。 

4. 结论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大背景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自然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优化至关重

要。通过对当前背景的分析，明确了优化应遵循的原则，并从教材章节重点划分、新增关键内容、强化

特定分析、引入技术应用、补充资源管理知识以及结合规划案例等多方面进行了教学内容的优化。 
这一系列的优化措施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自然地理学知识，提升其将理论应用于实际规划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思维。未来，应持续关注行业动态和学科发展，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方法，

以适应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不断变化的需求，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推动学科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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