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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然地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课程名称 《综合自然地理》

《综合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使用的教材是：

刘南威，郭有立，张争胜著.综合自然地理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2019.1。

课程教学目的：

1.了解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家尤其是古代和古典地理学时期做出

的卓越贡献，以及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动态，懂得综合自然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应用前景，树立民族自豪感，激发地理专业兴趣，提升地理教师的职业道德。

2.掌握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整体性、时间演化和地域分异三大基本规律的知识架构、

基本原理，形成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知识体系，初步具备分析和解决中学地理教学相

关问题的能力。

3.掌握开展自然区划和土地类型划分的基本内容，尤其是理解从系统论、耗散结构

等理论的引导下如何分析人类和自然地理环境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关系，构建综合自然

地理学的完整的知识轮廓，初步具备指导中学地理实践教学的专业素养。

4.掌握综合自然地理学系统、整体、综合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能够分析区域自然

地理环境发生过程、预测未来演化趋势，树立正确的人地观、自觉关注地球环境的社会

责任感，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5．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学会查阅、综述和评价综合自然地理学

文献，开展拓展性学习，具有自主学习管理能力，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和终身学习意识，

能够进行职业发展规划。

6．研究性教学和实践环节中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和研讨交流，培养团队精神，

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增强批判思维和创新精神。

主讲教师 井静

井静，1984 年生，学历理学博士，职称讲师，中共党员。2019

年 6月博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7月进入宝鸡文理学院任教。

任教课程：《地质学基础与地貌学》、《地理科学导论》和《旅

游地理学》等多门课程。

研究方向：(1) 健康地理 (2) 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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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第四章 自然地理环境的内部联系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一、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点提示】整体性的概念与实质、整体性发展阶段。

【重、难点提示】本章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支撑，使学生能从整体性的角

度思考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种关系，因此其重难点均是对整体性内涵的理解以及掌握自然

地理环境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典型阶段，借此分析和预测自然地理环境的走向以及人类在

其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目标】（支撑课程目标 2 和课程目标 5）

1.掌握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发展阶段；

2.学会综合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如何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二、思政育人目标

（通过学习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了解牵一发动全身的特性，分析全球气候

面临的问题，认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的措施及表现。彰显大国担当，激发爱国热情，呼

吁保护环境。）

三、课程育人案例设计及实施过程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一、整体性含义

1、整体性：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

2、整体性含义包括两方面：

A、统一含义：指构成整体和各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B、特殊含义：指整体具有各孤立要素所没有的性质和功能。但整体功能并不等于

各部分、各要素功能的任意凑合。

二、整体性实质

1、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规律的实质就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内部联系性

整体性规律是通过对其组成（有、无机）和结构（时、空）的分析总结出来的。即

各组成要素和各部分，综合交融，互为因果，通俗地说，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整体性规律是自然地理研究的出发点（为什么？）

人们对自然地理的研究包括：

(1) 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各种结构形成的机制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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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的调节、控制和可能途径；

(3) 研究自然地理区划和土地类型，确定其综合特征，开发利用的方向和途径；

(4) 研究人地关系，探求环境与发展协调的正确途径等等.

上述研究都必须从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出发。不承认整体性规律就不可能取得有

实际意义的成果。

三、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认识的发展

1、内在联系的整体性（17 世纪萌芽，传统观点，自然综合体）

概念：是指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组成要素（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动物）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统一整体的特性。其中任一要素发生变化，必然引起其余要素

发生相应的变化，某一部分发生变化，必然引起其相邻部分发生相应的变化。

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干预，引起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屡见不鲜。如英国和泰晤士河

曾由于伦敦及其附近城镇的废水污染，水质变黑，发臭（水文变化），导致鱼类绝迹（生

物变化）。后经二三十年整治，河水再度变清（水文变化），继而鱼类重新出现（生物

变化）。

对于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思政内容: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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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举措，引出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1)大气的温度随之上升：由于二氧化碳对太阳短波辐射几乎透明，但对地球的长波

辐射则基本吸收。

(2) 全球海平面上升：大陆冰川退缩和两极冰盖消融，进而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海岸向陆后退，沿海低地受浸淹。

(3) 流水地貌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海平面上升而使侵蚀基面上升所致。

(4) 生物变化：由于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植物、动物向极迁移或从此绝灭，或出现

新的物种。

(5) 土壤也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6) 自然地理环境也就出现新的面貌。

内在联系整体性认识的理论基础是因果论

自然地理事物和现象具有深刻的因果联系。一旦在自然综合体中有某一环节发生变

化，其他所有环节必将随之发生变化。当然，整个体系的变化规模在本质上决定于各组

成部分或要素的变化规模。这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内部联系的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