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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地理教学中学生综合思维培养

研究现状分析

邢颖，王忠香，黄娟，许玉凤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贵州 都匀 ５５８０００）

摘　要：“综合思维”作为中学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近年来不断成为地理教育界研究的热点。１９８８年 １月 １
日—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知网数据库中有８５８篇地理综合思维相关文献。本研究以“地理综合思维”作为检索关键词，以中
国知网（ＣＮＫＩ）作为文献检索来源数据库，采用文献分析法，运用ＥＸＣＥＬ、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等软件对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发表
时间、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及联系密度、发文机构和研究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地理综合思维的研究起步较晚，自

２０１６年之后研究数量飞速发展。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学，其次是高等师范院校。研究作者群体合作度不高，呈现“少
部分抱团，大部分独立”的状态。主要的研究热点包括地理综合思维的内涵、表现与评价、培养等方面。研究视角主要从

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改进和学生价值取向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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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思维”是指人们运用综合的观点认识
地理环境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它是基于地理学科

“综合性”这一特点提出来的，是地理学科核心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思维具有“要素综合”

“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三个层次的具体表

现［１］。“要素综合”的表现是从整体角度全面、系

统、动态地分析和理解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

的关系；“时空综合”的表现是能够动态地思考地

理事象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能力；“地方综合”的

表现是能够全面思考该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相

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思考具体地理事象

时，这三个维度是密切融合在一起的［２］。

１　研究意义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正式启动高中课程标准修

订工作。在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背景，

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导向的前提下，提出了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３］，即人地协调观、综合思

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１］。综合思维作为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区

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的基础，也是理解人地协

调观念的重要思维工具。由于国家的高度重

视，对综合思维的研究成为地理学科的研究热

点，对地理教育事业、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

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地理综合思维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地理综合思维的内涵解读、表现形式、培养路径、

考查评价等方面［４］。首先，地理综合思维的内涵

解读主要集中在解读地理综合思维的内在，分析

地理综合思维的作用。如，张连彬提出在综合思

维中的分析与综合是两种相互渗透、互相依存的

思维方法，在分析基础上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

析，两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主体认识

的不断深化［５］。王建芹提出综合思维是学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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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理解地理过程和规律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的重要思维和方法［６］。其次，在地理综合思维的

表现形式上，郭岩分析研究了综合思维的特点，提

出了综合思维三个维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即要素

综合、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７］。第三，在地理综

合思维的培养路径上，边碗红通过分析高中生综

合思维素养的缺失，提出了高中生综合思维素养

的培养策略［８］。牛明认为培养“综合思维”素养，

需要在教学目的的表述中融合“综合思维”，明确

“教”和“学”指向的核心素养是培养学生“综合思

维”素养的前提和基础［９］。最后，学者试图构建

“综合思维”评价框架，并制定相关标准或试题来

考查和评价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如，李家清

将ＳＯＬＯ分类理论应用在地理学科综合思维素养
的测评中，构建评价框架，对学生地理综合思维的

预设思维结构与实测结构的差异进行比较［１０］。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以地理综合思维为关键

词开展文献梳理的论文较少，而借助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工具分析地理综合思维研究现状与热点的文献就

更为少见。因此文章将利用可视化工具 ＶＯＳ
ｖｉｅｗｅｒ绘制地理综合思维研究的知识图谱，整理
近二十年来地理综合思维的研究动态。通过对地

理综合思维研究动态的深入分析，能够更好地了

解地理综合思维研究领域的动态，把握地理综合

思维在地理教育中的主体方向，为相关地理教育

研究者提供思路。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２．１　数据来源

文章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库检索来源。
在知网数据库中采用高级检索模式，以“主题＝
地理综合思维”的方式确定检索结果条目，文
献语言为中文，文献类型为期刊文献，检索日期为

２０２１年９月 ７日，文献信息包括标题、作者、摘
要、关键词、出版源。时间选择为 １９８８年 １月 １
日—２０２１年８月 ３１日，精确匹配检索后得出检
索结果１２５２条。通过文献筛选，剔除与研究主
题不相关的文献及相同文献，最终得到与地理综

合思维相关的文献８５８篇。
２．２　研究工具

文章采用ＥＸＣＥＬ对文献量、文献产出时间、作
者群体、发文机构等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 ＶＯＳ
ｖｉｅｗｅｒ１．６．１１版本对数据进行处理，以此进行地理

综合思维文献图谱分析。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是一款文献
计量分析软件，用于建立和查看文献计量图谱。它

以文献的共引和共被引原则为基础，可以绘制各种

知识领域的科学图谱。文章梳理总结出１９８８年以
来地理综合思维的主要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并分

析地理综合思维研究的基本发展情况。

３　地理综合思维研究进展分析
３．１　文献产出时间分布

文献发文量的变化是衡量该领域研究进展的

重要指标［５］。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综合思维研究领域
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１）。趋势大致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８—２０１５年发文量处于
初始阶段，年发文量低于６篇。该阶段地理学者
的研究重心在地理学科的其他领域，对地理综合

思维的研究缺乏。第二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发文
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将综合思维列为核心
素养之一，众多学者将重心投入地理综合思维的

培养研究中，为探索适应学生发展的地理综合思

维培养道路出谋献策。

图１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领域发文数量统计

３．２　作者群体分析
３．２．１　作者单位分布

作者单位分布方面，本文将文献涉及的第一单

位进行统计，共涉及６５０个单位，分别是５５９所中
学，４８所高等院校，３２所地区教育教学研究院以及
１１所其他研究机构（见图２），中学成为地理综合思
维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其次是高等院校。各个单

位之间发文量比较均衡（见图３），发文最多的是福
建师范大学，共发文２３篇；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
发文１５篇，两者均为我国的重点师范院校。从空
间上看，作者单位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我国东

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科研能力与地理综合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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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研究成正比关系。

图２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作者单位分布（单
位：篇）

图３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领域发文 ４篇以
上作者单位统计

３．２．２　作者群体聚类分析
文献作者群体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个领域的杰

出贡献者以及研究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１１］。对

文献的统计表明，８５８篇文献共涉及９９２位作者，
发文量在 ３篇以上的作者共有 １８位（见表 １）。
其中发文篇数最多的作者是邱鸿亮，发文６篇，其
次卢晓旭、梅国红、曾呈进、康开胜并列第二，发文

４篇；邱洪亮来自佛山市桂城中学，卢晓旭来自华
东师范大学，梅国红来自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曾呈进来自福建教育学院，康开胜来自成都市树

德中学。各作者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主要研究方

向均为中等教育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本文通过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对发文量在３篇以上的
作者进行分析，得到作者关系密度图（见图 ４）。
如图所示，颜色越接近黄色，作者合作越紧密；颜

色越接近蓝色，作者合作则越分散①。图中的节

点大多数处于独立或分散状态，没有出现大规模

的合作网络。研究作者群呈现“少部分抱团，大

部分独立”的状态，各个学校的作者和研究团队

中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弱，常见的研究

作者团队通常由同一地区的个人或两到三人组

成。不同学校之间的团队合作较少，不同研究作

者之间的联系较弱，未能对地理综合思维研究进

行深度挖掘，且不利于地理综合思维研究的区域

合作开展及不同学者的思想碰撞与交流。

表１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领域发文量 ３篇

以上作者统计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所在机构

１ 邱鸿亮 ６ 佛山市桂城中学

２ 卢晓旭 ４ 华东师范大学

３ 曾呈进 ４ 福建教育学院

４ 梅国红 ４ 武平县第一中学

５ 康开胜 ４ 成都市树德中学

６ 汤国荣 ３ 绍兴市教育研究院

７ 周维国 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８ 张琦 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９ 袁玲 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０ 嵇瑾 ３ 苏州教育科学研究院

１１ 徐炫清 ３ 佛山市南海中学

１２ 乐淮辉 ３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１３ 王晓文 ３ 福建师范大学

１４ 丁晔 ３ 扬州大桥高级中学

１５ 陈达 ３ 扬州大桥高级中学

１６ 陈兴旺 ３ 广州市增城中学

１７ 张文军 ３ 浙江省春晖中学

１８ 蔡叶斌 ３ 江苏省昆山中学

图４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领域作者关系密度

３．３　发文机构分析
共有１３７种期刊发表了地理综合思维研究相

关文献。其中，在《地理教学》上发表的文献数量

３

①特别说明：图２、图４、图６属彩图，因印刷原因，纸质版无法完美显示各种颜色，给读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特致歉意。有需要者请
参看网络版图片展示，谢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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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达到１３９篇；其次是《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发表的文献达１２４篇（见图５）。《地理教学》创办
于１９５９年，是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中
学地理教学参考》创办于１９７２年，是陕西师范大
学主办的地理教学专业期刊，两者均为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图５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领域发文１０篇以
上机构统计

３．４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了文章的主题，是文章的核心，

关键词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１１］。

利用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通过对文章关键词的分析，得出
地理综合思维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在 ＶＯＳ
ｖｉｅｗｅｒ中，对出现５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形
成网络标签图（见图６），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
聚类，共呈现了９个聚类。

红色代表聚类 １，主要内容为地理学与综合
思维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代表文献如下：楼利

苗通过分析高考试卷中的地理试题，提出“任何

地理事物的本身都是综合性事物，在地理学习中

要学会运用综合思维方法，从整体上把握地理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真正有效地学好地理这一

学科”的学习建议［１２］；边碗红在研究中提出“地

理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相结合的综合性学

科，对地理概念、地理事物、地理现象、地理原理、

地理问题的认识或理解，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综

合思维素养”［８］。

绿色代表聚类 ２，主要内容是核心素养在中
学地理教学中的落实研究。代表文献如下：汤国

荣在研究如何落实课程目标时提出“地理核心素

养的培养，一方面要由具体的课程来体现，另一方

面要在课堂上通过教学得以实现”的教学建

议［１３］；顾婵、朱晓莉通过对地理核心素养的提出

条件进行解读，得出“核心素养是推动地理课程

改革的核心理念”这一结论，并结合自身课程实

例，论述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方法和心得［１４］。

深蓝代表聚类３，主要内容是地理综合思维能
力的培养探究。代表文献如下：刘筱清认为“培养

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地理综合

思维能力”，并根据教学实践，提出了科学有效地培

养和提高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方法［１５］；李娜

分析了初中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利用

天文活动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策略［１６］。

橙色代表聚类 ４，主要内容是综合思维的具
体表现研究。综合思维具体表现为要素综合、时

空综合、地方综合三个维度［１］。林培英对这三个

维度的表现展开研究，得出了“这三个维度相互

联系和交叉在一起，思考具体地理事象时，这三个

维度密不可分”的结论［２］。

黄色代表聚类 ５，主要内容是地理核心素养
的相关研究。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和

人地协调观被确定为《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的核心素养［１］。这四

个核心素养，是我国地理课程历史“继承与发展”

过程的综合体现［１７］。

浅蓝代表聚类 ６，主要内容是综合思维及其
教学研究。代表文献如下：夏宏华、刘建平从地理

学科性质和课程改革要求两个方面对综合思维进

行了分析，认为“综合思维是中学地理教学的基

本任务和目标”［１８］。

紫色代表聚类 ７，主要内容是综合思维培养
常见的教学方法研究。代表文献如下：张冰娜、王

晓文基于综合思维的培养要求，以实际教学内容

为例，探讨通过“问题式教学”培养学生地理综合

思维的教学策略［１９］；孙明霞［２０］、郑晓东［２１］结合

自身教学实践，提出“运用思维导图培养学生综

合思维”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地理综

合思维素养，提高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棕色代表聚类８，主要内容是培养策略研究。
代表文献如下：顾婵、朱晓莉结合自身教学实践，

探讨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具体策略，为地理

教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１４］；汪清平、

潘慧媛根据影响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因素和综合

思维教学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高

中地理复习教学的总体方案［２２］。

紫红色代表聚类 ９，主要内容是问题式教学
的相关研究。代表文献如下：张冰娜、王晓文通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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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式教学的特点，得出“在教学过程中创

设问题情境，有利于学生获得地理综合思维能

力”的结论，并探讨了基于问题式教学的综合思

维培养策略［２１］；谢欢芳分析了问题式教学与地理

核心素养的共通处，并尝试以“埃及”一课为例，

探索问题式教学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２３］。

图６　１９８８—２０２１年地理综合思维领域研究热点标签

３．５　研究视角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发现，研究者对

地理综合思维的研究主要基于人才培养、教学方法

改进、学生价值取向等视角展开，其中大部分文献

是基于人才培养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

（１）人才培养视角。综合思维作为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之一，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

是当前中学地理教学研究的重点话题［１９］。因此，

众多教育教学研究者选择基于人才培养的视角，对

地理综合思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有效途径

及策略方法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如张冰娜、王晓

文总结出了“地理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思路和关键能

力是地理综合思维，地理综合思维的培养是学生个

人成长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一作用［１９］；在研究地

理综合思维的培养方式时，夏宏华、刘建平根据地

理综合思维的概念，阐述了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必

要性，并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在地理教学

中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主要途径［１８］；汪阳从地理

综合思维的具体表现入手，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提

出了综合思维的培养策略［２４］等。

（２）教学方法改进视角。在新一轮的地理课
程改革中，综合思维作为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被明确提出。如何有效培养学生地理综合

思维，成为一线地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

大问题。因此，众多研究者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教

学方法改进方面，通过对学生进行培养尝试，积累

经验，探索出适合的培育策略。如孙明霞在自身

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思维导图的可视化功能，对

初中生进行综合思维培养方面的尝试，并提出运

用思维导图培养学生地理综合思维的教学策

略［２０］；汪清平、潘慧媛结合自己的教学积累，提出

基于综合思维培养的高中地理复习教学方案，包

括“价值观教学、常规课堂复习教学、课后巩固与

拓展”等教学策略［２２］。

（３）学生价值取向视角。地理环境是一个由
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成的有机整体，其

中大部分问题与实际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如何联系

所学知识分析地理问题需要运用综合的思维。因

此，部分研究者从学生价值取向的视角对地理综合

思维进行研究。如夏宏华、刘建平结合自身教学经

验，提出“通过地理学习，教会学生善待身边的人与

事和物，处理好人与一切事物的关系，培养学生终

身发展理念”这一教学策略［１８］；顾婵、朱晓莉在研

究中提出“结合生活中的地理知识来解决地理问

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观念和综合思维能力，

为家乡的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使学生能够培养热

爱家乡和热爱祖国的情感态度”的教学观点［１４］等。

３．６　研究方法分析
文献中涉及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定

量分析、文献研究、案例分析、问卷调查、设计研究

等。所涉文献中，绝大部分文献运用的研究方法是

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楼利苗运用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整合浙江省历年高考文

科综合部分地理试题，通过综合分析提出相应的教

学培养策略［１２］；林天寿、黄秀英运用文献研究法，

对“信息技术在地理综合思维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以了解信息技术在我国

地理综合思维培养中的应用现状及出现的主要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４］；张冰娜、王晓文运用

案例分析法，以“荒漠化的防治”一课为例，通过

“问题式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做出探

讨分析［１９］；刘冬花运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学生综合

思维的运用能力，分析学生在解答地理综合题时出

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２５］；赵屹莉运用

设计研究法，针对不同的教学情境，设计出不同的

问题式教学方案，尝试探索更多的“问题式教学”

方法以促进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形成［２６］。

３．７　研究区域分析
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发现，研究区域主要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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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少部分位于西南、西北部地

区，与经济发展、科研能力和发文作者所在区域成

正比关系。其中大部分文献以作者所在区域作为

主体进行探讨研究，少部分文献是作者进行跨区

域研究的。在作者进行跨区域研究的文献中，多

数是以教学内容中的区域为主体进行综合思维的

培养研究、以某一地区为例进行教学设计和区域

地理教学探索等为研究主题。例如，佛山市桂城

中学的邱鸿亮以贵州省盘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当

地交通方式和布局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为背

景，以地理核心素养水平的划分指标为基础，探讨

地理命题并设计一系列地理核心素养水平区分度

差异化的问题［２７］；南宁市第三中学的庞薇以课本

内容“青藏高原地区”一节为研究区域，运用情境

教学方法探讨区域地理一轮复习的教学模式［２８］。

４　结论及展望
４．１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可视化对地理综合思维研究进行分

析，通过对地理综合思维的发文时间、研究作者、

主要研究机构、发文机构、研究热点、研究视角、研

究方法、研究区域等方面进行分析，掌握地理综合

思维的研究现状。研究表明：地理综合思维的发

文数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经历了初始阶段和快

速增长２个阶段。作者单位分布方面，各个单位
之间发文量比较均衡，各地中学的研究力量最突

出；发文最多的是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分别发文２３篇和１５篇，均为我国重点师范院校；
发文作者方面，发文３篇以上的作者共有１８位，
其中发文篇数最多的作者是邱鸿亮，发文６篇；作
者群体合作度不高，呈现“少部分抱团，大部分独

立”的状态。从发文机构来看，《地理教学》和《中

学地理教学参考》发表的地理综合思维相关文献

最多，分别是１３９篇和１２４篇，两者都是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地理综合

思维的研究热点可分为９个聚类。分别为：聚类
１，地理学与综合思维之间的关系；聚类２，核心素
养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落实；聚类３，地理综合思
维能力的培养探究；聚类 ４，综合思维的具体表
现；聚类５，地理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聚类６，综
合思维及其教学；聚类７，综合思维培养常见的教
学方法；聚类８，培养策略；聚类９，问题式教学法。
地理综合思维的研究视角有三个方面，分别是：人

才培养视角、教学方法改进视角和学生价值取向

视角。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

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设计研究

法等。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中部地区，

少部分位于我国西南、西北部地区。

４．２　前景展望
文章基于当前对地理综合思维的研究学者较

多、研究视角较广的背景，借助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通过
对近二十年地理综合思维研究动态的深入分析，

能够更好地帮助地理相关工作者了解地理综合思

维研究领域的动态，明确研究的方向，梳理研究的

内容。为地理教育研究梳理更为清晰的发展脉

络，以便相关工作者能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及科

学研究。

根据研究的内容，结合当前研究热点，地理综

合思维今后还可以围绕以下研究开展：地理综合

思维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的构建，综合思维在地理

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研究，综合思维在地理教学中

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新课程背景下如何培养学

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及提高学生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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