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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教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地理 

 

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是我国的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汉书·地理志》则是最早以“地

理”命名的全国性区域地理志。 

晋代地图学家裴秀的“制图六体”为我国制图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南北朝时期北魏地理学家

郦道元按照对地理征象的考据，根据古地理书《水经》，著成《水经注》。 

唐宋时期，僧人一行进行了世界最早的子午线测量。北宋科学家沈括对许多自然地理现象做

了科学的观察和正确解释，并撰写了《梦溪笔谈》。 

明代，郑和曾七下西洋。徐霞客经 30年努力写成的 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清代魏源主

编的《海国图志》介绍的世界地理范围几近当时的所有已知区域，是我国当时记载世界地理、

世界知识最丰富的著作。 

（二）中国近代地理 

1897 年南洋公学留学生班在上海成立，地理课是其课程之一。张相文在上海南洋公学工作

期间，编著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等书，这些是中国最早的地理

教科书。1909年（清宣统元年)，张相文等人组织成立中国地学会，它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前

身。中地学会开办的《地学杂志》在 1910年问世。 

1920 年以后，各个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地理系，竺可桢、翁文灏是知名的地理课程讲授者。

1934 年，翁文灏等发起创立中国地理学会，开办《地理学报》。顾颉刚和谭其骧于 1934 年

成立禹贡学会(1936年正式成立)并且开办《禹贡》半月刊。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

并开办《地理》杂志。以上成果在中国地理学的形成上均具有巨大贡献。 

20世纪 50—80年代，中国近代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并向现代地理学迈进。其中，50—70

年代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时期，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开始时期。这 40

年中，中国地理学在地理教育和机构、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二、地理素质教育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地理研究现状 

 

英国 1996年修改大纲的做法是让教师在阐述一些重要的思想时，自由地选择所需要的案例。

其优点是促进学生的积极性，利于掌握各个区域的情况，缺点是没有系统性与整体性，容易

忽略各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美国《国家地理课程标准》的六大要素： 

（1）空间认识。 

①使学生掌握怎样使用地图和其他地理呈现方式、器具与技术，用空间观点来搜集、处理及

显现信息。 



②掌握使用心理地图来组织关于人类、方位、环境的信息。 

③掌握分析地球表面上的人类、地方、环境的构造的方法。 

（2）场所与区域。 

①学生应该掌握地方的地理特征。 

②区域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用来解释地球上的各种复杂现象。 

③文化和经验如何影响人们对地方和区域的感受。 

（3）自然系统。 

①学生应该掌握塑造地表形态的力量。 

②地球表面各个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分布。 

（4）人文系统。 

①学生应该掌握地表的人口特点、布局和流动。 

②地表文化景观的特点、布局、和移动。 

③人类聚落的形成过程、形态和功能。 

④地表经济的相互依存的类型和联系。 

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摩擦怎样干涉世界上的种种控制力。 

（5）环境和社会。 

①学生应该掌握人类活动怎样改变天然环境。 

②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 

③资源的作用、使用、布局以及地位的变化。 

（6）地理知识的应用。 

①学生应该掌握怎样借助地理学诠释过去。 

②怎样依靠地理学来诠释当下以及设计将来。 

日本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重视个性原则；重视基础；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向

终身教育体系过渡；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 

（二）国内地理研究现状 

自隋朝至近代的科举制度是“应试教育”，1977年恢复并延续至今的高考制度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应试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颁布。在《决定》中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目标——提高全民素质。所谓“应

试教育”，是以学生赢得考试为主要目的,以“背书”为重,片面针对考试的教育。“应试教育”

与“素质教育”是怎样的关系，关键在于怎样诠释“应试教育”的内涵。《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第七条提到“应试教育”时，给这四个字用上了引号，表明“应试教育”一词具

有其独特涵义。 

 

从指导思想上看：“应试教育”是针对升学考试，追求升学率，带有选拔性的陈旧的落后教

育董英英.四川省大学素质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8.；而“素

质教育”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教育目的上看：“应试教育”是配合更高一级学校的人员选拔，通过大量的考试训练来达

到选拔的目的；然而“素质教育”则是促进人的社会化，使人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

面都得到很好的发展，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标。 

从教育对象上看：“应试教育”针对少部分学生而忽略大部分学生，目标在于培养优秀的“英

才”；“素质教育”则是针对全部学生，旨在使每个学生得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从教育内容上看：“应试教育”完全服务于考试，根据考试内容安排授课内容，不注重学生

的全面发展，是一种偏激的教育；“素质教育”具有全面性，根据学生的全面发展来设置课

程内容，重在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从课程结构上看：“应试教育”注重学科课程，而且课程内容分为主科（语文、数学、外语）

和副科（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学科之间的地位有轻重之分；而“素质

教育”则有现代课程理论的指导，有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程等几大板块董英英.四川省

大学素质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8.，每个板块的地位相等，

都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学生学业负担上看：“应试教育”采用的是题海战术。各种考试、各科作业、各种竞赛充

斥着校园生活。不仅如此，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也都变成了数学课、英语课等等。在“应

试教育”下，学生的学业负担颇为沉重；而“素质教育”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和谐的综合提高

①，授课内容适宜，方式多样。作业形式也相当丰富，如书面作业、口头作业、活动作业等，

并且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以便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师生关系上看：“应试教育”更加强调教师的中心地位，老师占据着主动性，学生是被动

的学习，是一种机械的教育模式；“素质教育”则注重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平等相

处。老师尊重学生，学生尊敬老师，是一种教学相长的新型教育模式。 

从教育方法上看：“应试教育”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按部就班地吸收并运用知识，

缺乏灵活性；“素质教育”则强调学生的基本功，提升学生智力、锻炼学生能力，让学生在

实践中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从教学途径上看：“应试教育”主要是老师在讲，学生在听。教师和教材是主要的教学媒介。

这样的教学注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是脱离实际的；而“素质教育”主要是要让学生适

应社会适应生活，在学习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教育要实现社会化、

普遍化，学校和社会共同承担起教育的重担。 

从评价标准上看：“应试教育”的最终追求是学生的分数，升学率是评价学校或者老师的标

准，考试是学校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的重要途径。这种教育的模式是僵化的，唯分数论的教育，

一锤定音地决定学生未来的命运。“素质教育”则注重社会对人的评价，模糊分数在教育中

的地位。学生的差异作为资源潜能优势，是一种完善和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 

从以上几点我们不难发现，“应试教育”只针对各种考试，以分数为中心，忽略了个人的全

面健康发展，对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必须将它调整到“素质

教育”的层面上来。 

我国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必须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创新意识,对信

息进行综合加工,生成新的知识。要有丰富的基础知识,并能与时俱进地跟随科技与社会发展

的前沿,随时更新自己的认知构成,这样才能很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变化黄建中.论从应试教

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5-126.；团队意识是必然的,

善于合作，学会合作,充分融入集体，发挥集体的力量；要有竞争观念,要想开阔眼界必须参

与竞争,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所以现行教育必然是素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