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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知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张　鲲　陈　娜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历史和地理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学科，通过运用历史地理学知识，可以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深入了解历

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历史知识。因此，本文将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

地图三个方面进行策略分析，从而提高初中生历史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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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地理与历史地理学

历史学是对人类历史中各种活动和社会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叙

述和研究的一门学科，其目的在于探究人类历史中的矛盾运动和

规律。地理学是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它们

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历史的发展必须是在一定的空间的范围内

才能发生，历史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纽带，地理则是联系过

去与现在的空间纽带，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影响。人类历史是一

台大戏，既有发生的时间，也有发生的地点，人们常说的“史地

不分家”人类的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学习并理解相关

历史地理知识可以很好地认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之间的相

互影响，同时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综合性。

历史地理即历史时期的地理。“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

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

科学”。这种具有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的双重特征，本质是揭

示人类历史全过程中的人地关系。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与当代的地理学是完全一致的，涵盖范围有历史自然地理、历

史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的信息系统等。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具有

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是昨天的、

前天的地理——因此历史地理将历史学的时间体系纳入到研究

之中，融时间与空间于一体，并回归人类所经行的历程中探寻

旧日的足迹及其影响。”从历史地理学视角下将历史地理知识

融入教学里，使学生学会如何从时空角度学习历史知识、分析

历史现象、思考历史问题，有意识地从“事件—人物—时间—

地点—原因—影响—措施—评价”这一思路去学习历史，有助

于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的时 空观。

二、历史地理学知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中按三大部分划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研究内容：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研究

和文献研究。在历史地理学视角下，将历史地理学知识运用于初

中历史教学，体现了跨学科教法，符合新课改的趋势。本文对历

史地理学视角下历史地理知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教学策略运用

进行分析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即历史自然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地图。

（一）历史自然地理知识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作为生产资

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要素，如气候、植被、水文、地貌、土壤等。

在人教版初中七年级历史教材中涉及了许多的历史自然地理知识，

如：气候、河流、植被、土壤等，这些都是自然地理的组成要素。

自然地理与人类的起源、生存发展最为密切，为人类提供了生存

环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物质资料。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必然受

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必须重视历史地理

学视角的运用，在授课时主动合理地运用历史地理知识分析历史

现象、历史事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

1. 气候

地球表层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气候变化必然引起相应

的人群圈变化。气候是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且主要用

冷、暖干、湿要素衡量，这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历

史时期的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也在不断

地发生变化。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作

了具体的划分，其中包括若干的寒冷期与温暖期。气候影响中国

古代王朝的兴衰与更迭。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王朝历史中，可

称得上盛世、中兴局面的社会经济繁荣时期总共 31 个，其中 25

个出现在气候较暖时期或冷暖转换期中，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等；7 次大规模的国家动乱更迭，即两汉之交、三国两

晋南北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都发生在冷期。在这两千多年

的古代王朝历史中，政治疆域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波动变化与气候变化有着某种同步性和潜在联系。在历史教学中，

教师需要给学生讲清楚历朝历代的气候变化情况，要求学生做历

朝历代的历史阶段特征总结，让学生去感知气候变化对国家发展

的影响。

教师给学生讲授这些知识点时需要对涉及的历史气候进行分

析，使学生明白气候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准确地理解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发生的各种原因，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

学生学会从跨学科角度分析历史问题。

2. 河流

水是生命之源。江河水文是自然环境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它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河流与人类的历史文明存在密切的

关系，人类文明古国的共同点是都发源于大河流域。

七年级历史教材中提到最多的河流是黄河，总共有 3 课的内

容提到了对黄河治理的描述。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被称为中

国的“母亲河”，教师需要给学生详细解释清楚，黄河为什么会

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什么会被称为“母亲河”？使学生明白其

中的来龙去脉。黄河事关农业生产和流域内百姓的生活，因此，

在历朝历代中都被统治者所重视，主要是对黄河的治理。教师在

讲授对黄河治理的内容时，搜集历朝历代对黄河进行治理的史料，

向学生详细解释统治者重视对黄河治理的原因。由于自然地貌和

土壤因素，黄河具有水量少、变率大、含沙量大的特点，使其容

易猛涨猛落、洪水易于泛滥、河床易于不断抬升，加上人为长期

不合理的开发，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黄河周围地区的森林，造成了

严重的水土流失，引发了水患，不利于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生，不

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历朝

历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对黄河的治理。

3. 植被

植被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自然地理环境有较大的影响。就世

界范围来看，自从人类诞生起，就离不开地球植被的供养。在历

史教材中，对植被的开发、砍伐与利用的描述较少，因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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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学生拓展植被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给学生梳理清楚中国

古代森林的开发利用大概情况。教师在备课的时候需要查阅文献

资料，补充对森林进行开发的原因，如开辟耕地、修筑宫室、兴

建寺院等等都要大规模地砍伐森林、铲除草地，频繁的战争也同

样起着破坏植被的作用。给学生从多方面角度分析对森林开发的

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例如：下册第 9 课《宋代的经济发展》中的相关史事，中原地区

的森林因长期砍伐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受到的破坏较小，相对

完好的森林植被可以发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和抗御灾害的作用。

使学生更全面理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地理背景以及宋代南方经

济得到发展的历史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认识人地关系和

谐的重要性，只有节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否则物极必反，迟早会受到来自大自然的惩罚。

（二）历史人文地理知识

人文地理环境是指人类为求生存和发展在地球表面上各种活

动的分布和组合，如疆域、政区、军事、交通等。历史人文地理

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

地理等。

1. 疆域

在现代汉语中，疆域属于一个完整的词汇，但最初“疆”指

放置在地上的缉子，“域”则指绳子所包围的空间，因此将疆域

用作表述一个政权的境界，含着疆界与空间两重含义。葛剑雄认为：

“疆是指人为划分的界限，域是指一个空间范围”。因此“疆域”

是指由统治者划定的一条明确的界限，一定的空间范围。

在人教版七年级历史教材中，共有 15 课涉及 16 幅疆域形势图，

大致包含了夏商周时期至明清时期的疆域形势图，但并没有包含

西晋时期和十六国的形势图，因此，教师在备课时需要对教材中

没有呈现的疆域图进行补充，则总共有 18 幅疆域形势图，通过疆

域形势图来呈现中国疆域的变迁。教师可根据这 18 幅疆域形势图，

灵活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制作动态的疆域变迁图，引起学生兴趣的

同时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掌握精准的地图辨识技巧，熟知重要朝代的疆域边界。在讲清朝

前期疆域时，教师可展示“清朝疆域图”，单纯用言语文字给学

生讲以上疆域四至的范围是枯燥乏味的，因此，教师要利用疆域

形势图标注方向和相应文字，学生会很容易记住疆域的范围及轮

廓，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教师进一步将疆域形势图制作

为动态的视频，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疆域变

化。

2.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中

央集权出现后的产物，是国家治理的体现。行政区划是国家进行

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行政区划正是政治制度的组成内容之一，

虽然在七年级历史教材中对行政区划的描述并不完整，但从整体

上看，大致还是能表现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趋势，这种演变

是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是基于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需要。

纵观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变化，主要是根据地理原则、政治

需求、经济三个方面的因素来确定。历代行政区划图，秉承了自

先秦萌芽、不断完善至今的“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原则。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宋以前北方的州一级的高级政区多于南方

的州，经济重心南移后，唐宋以后南方的州多于北方，而且县基

本上不变，州郡往上，反而变得比较多，这都是由经济来决定的。

最后，为达到理想的中央集权统治，以“山川形便、犬牙相错”

相结合的原则，综合政治、经济、自然三方面的因素来考虑行政

区划，以政治需要为主，同时兼顾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因素，

通过以理想的行政区划来实现理想的中央集权统治。

3. 交通

道路是人类交通的途径，关乎国事民生。从古至今，交通在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较大。

教材中涉及历史时期的中国交通，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加强经

济文化交流，也能看出交通的演变，从陆上交通不断向海上交通

发展，两种交通都起到沟通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作用。

例如：在上第 14 课《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时，通

过展示“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汉代海上航

路示意图”三幅地图，讲解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丝绸之路的起

始，帮助学生建立对丝绸之路的空间感。分析对比三幅图之间的

不同，使学生知道张骞通西域开启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在此基

础上，陆海丝绸之路将交通路线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以西域为枢

纽将亚非欧连接了起来，促进了沿线各个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学

生理解“丝绸之路”从历史一直蜿蜒到当代，让学生感受到“历史”

的鲜活。例如：在讲下册“开通大运河”的内容时，分析大运河

要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原因，就可以利用地理位置、地理环

境、地形地势的历史地理知识来解释，通过“一条、二长、三点、

四段、五河”的口诀来帮助学生记住大运河的具体概况。根据“隋

朝大运河示意图”和中国地形图的实物模型，引导学生观察整条

大运河所在的地理方位、地形地势，分析洛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开辟大运河的意义。

（三）历史地图

地图是空间的象征性表示，可塑造一种真实感，在地理学上，

地图用来研究、分析并解释空间、位置和人地关系，地图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科学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

关系。对于地图的魔力，丹尼斯·伍德写道，“地图做事的时候，

干些什么 ? 它们呈现（makepresent）并再现（represent）过去累积

的思想与劳动，以及我们生活其间、同时又共同努力维持其存在

的环境。在这么做的时候，它们使得过去成为我们此时此刻生活

的一部分。地图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有选择地将过去带临现

在。”

历史地图是初高中历史教学中经常运用的教学工具，包含

疆域图、形势图、路线图和分布图等类型。历史地图作为一种专

门性教学工具，对其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与单纯的教材文字内

容相比，历史地图更具趣味性、更具直观性。上册教材中共有

十九幅历史地图，下册教材中共有十四幅历史地图，加起来总共

三十三幅，可见历史地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辅助工具。历史

地图可以用地图语言的方式来反映事件、人物、现象发生的地理

空间状态，中国古人很早就有“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

索理于书”的读史方法，教师需要充分挖掘历史地图所承载的历

史信息，帮助学生掌握识读和辨别各类历史地图的方法，初步培

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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