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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图三要素”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使用误区 
姜艳华 

（赤峰市林西县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地图是地理学习中最基本、最直观，最常用的工具，其中方向、
比例尺、图例和注记是绘制地图时必须参考的因素。中学地理教材
往往将这部分内容设置在“地图”一节中，并作为重点内容要求学
生掌握。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很多中学地理教师将“方向”“比例
尺”“图例和注记”称为“地图三要素”。而张明华、潘传娇主编的
高等院校测绘课程系列规划教材《地图学》中明确指出“地图三要
素”为“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辅助要素。那么，到底哪种表述更
科学合理呢? 

一、“地图三要素”概念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要素”一词的释义为“构成

事物的必要因素”。因此，可将“地图三要素”解释为“构成地图
的必要的三个因素”。一张完整的地图有哪些必要的因素呢? 

在我国，制图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裴秀在《禹贡地域
图》的序言中阐述了他的制图理论:“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即
比例)，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即方位)，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三曰道里(即路程里数)，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即高程)，五
曰方邪(即曲折)，六曰迂直(即迁回)，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
夷险之异也。这就著名的“制图六体”，该理论是古代制图的主要
依据，提出了构成地图必不可少的六个因素，其中比例尺和方向是
其中之二。可见，地图是由众多元素组成的，若将其要素简单地概
括为“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就容易忽略其他重要因素。 

现代地图学将众多地图元素也高度概括为“三个要素”。如前
文所述，高等院校《地图学》教材中明确解释了“地图三要素”这
一名词:“地图一般包括数学要素、地理要素、辅助要素三大要素。
数学要素一般包括地图投影、坐标网、比例尺等;地理要素是地图的
主体，包括自然地理要素(水系、植被、地貌等)和社会经济要素(居
民地、交通网、境界线等);辅助要素是在地图四周对地图内容起辅
助说明作用的文字，如图名、图例、注记、方向标、比例尺标志等。; 
数学要素、地理要素、辅助要素囊括了地图内的所有必要内容，缺
一不可，将其称为“地图三要素”更加合理。 

因此，中学地理教学中用“地图三要素”来代指“方向”“比
例尺”“图例和注记”是不科学的。一张完整的地图:一是要有数学
要素，绘制在图面上的内容与实际地物之间存在的变形、缩放等必
须遵循一定的数学法则;二是要有地理要素，将实际地物分类取舍、
简化后绘制在地图上，构成图面主体;三是要有辅助要素，要利用符
号系统在地图旁对其上内容进行说明，如方向标、经纬网、图例和
注记就是辅助要素里的内容。 

二、中学教材中的相关表述 
这一误区是否来源于教材中的错误表述呢?，笔者查阅了两本主

要的初中地理教材。 
1.人教版初中地理教材 
人教版地理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地图的阅读”中关

于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的相关表述为“比例尺、方向和图例
是地图的‘语言’，阅读地图应当明确这些‘语言’的含义”。语言
是人类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那么地图的“语言”就可以理解为地
图向读者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我们通过“方向” 和 “图例”这
两种地图“语言”，获取了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信息;通过“比例尺”
这一“语言”，获取了实际地理事物在图中的缩小程度信息。这样
理解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在这本教材中虽没有用“要素”一词来指
代比例尺、方向和图例，但是在配套的教师教案、练习试卷中仍大
量使用“地图三要素”这个词来指代比例尺、方向和图例。 

2.人教版中学历史与社会教材 
人教版历史与社会教材七年级上册，在第一单元第一课“我的

家在哪里”中，关于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的相关表述为“绘

制平面图，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在综合
探究一“从地图上获取信息”中的相关表述为“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知道了地图的基本要素: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教材
尽管使用了“要素”“基本要素”的表述，但并未明确出现“地图
三要素”一词，而且图例和注记是地图辅助要素的组成部分，前者
是对地图上符号的说明，后者是对地图上文字的说明。即使教材使
用者对此处的内容产生错误理解，也不应将图例和注记合二为一，
应理解为“地图四要素”才对。 

可以看出，两本主流教材都没有“地图三要素”这样的表述方
式，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大量使用该词来表示方向、比例尺、图例和
注记，可能是一直以来口头上的错误表达。 

三、纠正建议 
综上分析可知，“地图三要素”一词在高校教材中的解释(数学

要素、地理要素和辅助要素)是科学合理的，并且这一名词并未在主
流的初中教材中出现，因此笔者建议广大师生纠正错误表述，不再
将“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称为“地图三要素”。在中学
地理教学和实践中，方向、比例尺、图例和注记主要起读图时的辅
助提示作用，所以建议将其称为“地图辅助三要素”，或使用人教
版初中地理教材中的“地图语言”这一表述。 

总之，若把“比例尺”“方向”“图例和注记”称为“地图三要
素”，就忽视了地图的其他组成部分，更忽视了“地理要素”这一
地图的主体内容，进而容易导致学生产生认识误区。 

针对常用的地理名词，教师在教学中纠正相关错误的表述，体
现了其对教学用语的谨慎、对教学科学性的负责。当然，教师也应
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在教学中注重用词细节，希望广大地理教
师多掌握课外的知识很好的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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