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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
思维对中学地理教学的启示

李小妹　 　 连丽娜　 　 陈昌文

　 　 【摘　 要】综合性和区域性是地理学两大基本特征。 地理学综合研究是对地球表层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

人地关系的研究。 而格局是认识世界的表观,过程是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是理解和研究地表

过程的重要方法,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基本途径。 通过对地理学的空间格局、地理过程及耦合机制的内涵及关

系的阐述,研究发现“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对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具有指向作用,构建地理“格局与过程耦

合”思维模型,根据模型整合中学地理教材内容体系,提出教学实施策略:从尺度视角感知地理空间—从区域的

视角诊断空间格局—从动态的视角探寻地理过程—从综合的视角剖析地理机制—从人地协调的视角预测、优
化空间格局,以为中学教师在理解和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方面提供方向和策略性建议。
　 　 【关键词】中学地理;空间格局;地理过程;耦合机制

　 　 一、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模型构建
(一)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内涵

地理学关注的基础问题是陆地表层的空间格局
特征,核心问题是陆地表层的时空过程,本质问题是
陆地表层演化的动力机制[1]。 地理事象存在于特定
的空间尺度和空间关系中,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尺度和
时间关系中,存在于特定的时空共轭尺度和时空耦合
关系中[2]29-30。 其中,空间格局揭示直观感知的空间
分布规律,为挖掘内部的深层机制奠定基础,在格局
与过程耦合中发挥基础作用。 空间格局的存在提供
了基本的系统位势图景,对于理解系统中许多地理过
程的驱动力很关键[3];地理过程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解释空间格局,是理解地理机制的关键,实现地
理服务的前提[1]。 地理过程是理解地理事物或地理
现象形成、发展、演变的突破口。 耦合机制是对空间
格局与地理过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反馈关
系的梳理和透视,是理解地理过程机制和解释空间格
局成因的根本途径,也为预测地理动态和优化空间格
局奠定基础。

(二)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模型

“格局与过程耦合”的思维方法是针对不同时空
尺度下的地理格局与过程进行耦合研究,是从机理上
理解与解决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基
于此,以地理学科思想为基础,从系统整体的视角出
发,构建了高中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模型(见
图 1)。 从图中可以看出,根据格局可以推演可能的
过程机制,反过来根据耦合机制可以解释一定格局特

征;对大量地理过程的归纳、抽象、刻画即为机制,同
样根据耦合机制可以演绎一些特殊地理过程。 随着

社会进步,地理学的研究趋于复杂化,空间格局、地理

过程、耦合机制三者的内涵也经历了演变,空间格局

研究从传统的静态格局向动态格局转变,从要素格局

向系统格局转变。 地理过程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趋向于地理要素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关注要素变

化节律向要素系统变化节律的发展;格局与过程的耦

合机制在于驱动力过程,陆地表层过程是由自然和人

文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长尺度变化以自然驱动为

主,而短尺度变化则以人类活动驱动为主。 两种驱动

力叠加作用使地理过程变化的机制更加复杂。 在

“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模型中,渗透空间秩序、空
间相互作用、时空耦合、动态变化、时间序列等地理学

思想方法,贯穿于整个模型之中。

图 1　 “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模型

二、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表现
(一)空间格局制约地理过程

空间格局的变化会引起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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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度或趋势发生变化,从而使地理过程发生变化。
比如,不同的空间类型对养分流的截留作用不同[4]95,
如氮元素,农田截留 8% ,而河流岸边森林植被覆盖
地区的滞留率 89% ;另外坡度也会对养分流的滞留
产生影响。 空间格局及其空间异质性是维持地理过
程持续的必要条件,一些过程只有依附于空间格局及
其地理基本单元间的环境梯度才能存在。 特定的过
程发生在特定的空间格局之内,过程提供空间格局变
化的物质和能量,空间格局为过程提供发展的空间和
时间梯度[4]171。 例如,青藏高原的海拔、面积、分布等
构成的地理空间格局特征对东亚大气环流的方向、大
小(强弱)、类型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对西风气流
产生分支作用:将西风带分为西南、西北两支气流,将
冬季风分为东北、西北两支气流,将夏季风分为西南、
东南两支气流;二是它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深入亚洲内陆。 另外,因为青藏高原与周围同高度自
由大气相比,有强大的热力差异,对大气环流产生热
力作用,从而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5]。

(二)地理过程塑造空间格局

地理过程对空间格局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时
刻都在塑造着空间格局。 在格局与过程耦合系统
中起支配作用的过程驱动或影响着其他过程,称之
为“关键过程” [6] ,由关键过程驱动而引发的状态变
化过程称为“状态过程”,由地理过程形成的空间格
局特点称之为“格局响应”。 因此,地理教学过程
中,需要厘清形成地理事象空间格局的关键过程是
什么,驱动着哪些状态过程,从而导致空间格局产
生哪些响应(见图 2)。 例如,水是地球表层最活跃
的因素,水以气态、液态、固态“散布”于地球表层空
间,水的运动是基本的地理过程。 水是构成气候的
基本要素,气候是自然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跃的,地
理系统中复杂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都与气候条件
密切相关[7]。 因此,一般而言,大气过程、水文过程等
作为关键过程,在地理事象空间格局的发展形成过程
中起驱动作用,引发化学过程、物理过程、生物过程的
状态变化,进而引起空间格局大小、数量、类型、形状、

分布等特征的变化响应。 例如黄河“地上河”格局形
成,就是由于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植被破坏,在河流侵
蚀和搬运过程,黄土高原的泥沙随着黄河输送至下
游,下游地区因地势低平泥沙沉积导致河床高于地
表。 其中,地表径流是关键过程,河流侵蚀、河流搬
运、河流沉积以及泥沙输送是状态过程,格局响应则
表现为黄河下游形成“地上河”。

(三)格局与过程耦合的尺度依赖性

尺度特征是地理现象和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表达,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对地理现象和过程实施观
测,才能达到揭示地理现象和过程随观测尺度变化而
表现出变异性的规律[8]。

空间格局和空间异质性都依人们所测定的时空
尺度变化而异。 若要正确理解格局与过程的关系就
必须认识到其依赖于尺度的特点[9]。 根据空间范围
将尺度划分为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及以下尺
度[6]。 时间也分为不同的尺度,从日变化、季节变化、
年变化到多年变化。 尺度是物质运动和社会发展中
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具有
尺度属性,而且二者相互联系。 一般而言,随着空间
尺度的增加,时间尺度也会增加,不同尺度联系在一
起成为一个嵌套式的结构整体[10]。 因此,格局与过
程相互作用具有尺度依赖性,环境驱动因子 / 干扰对
不同尺度的格局与过程关系会产生直接影响(实线
双箭头表示不同尺度阈内格局与过程相互作用关系;
虚线箭头表示小尺度格局与过程相互作用关系的改
变会引发较大尺度格局与过程相互作用关系)。

以不同尺度的气候格局为例(见下页图 3),气候
变化会对全球气候、亚洲季风气候及城市热岛等空间
格局产生直接影响;分析全球大气环流与全球气候分
布的关系需具备全球尺度视角,分析亚洲季风气候分
布与季风环流的关系则基于区域尺度,分析城市热岛
与城郊热力环流则要缩小至地方及以下尺度;全球尺
度会影响较小尺度的地理格局与过程,区域尺度对较
大和较小尺度的地理格局与过程均会产生影响,地方
及以下尺度会影响区域尺度的地理格局与过程。

图 2　 地理过程塑造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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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空间格局与地理过程相互作用的尺度依赖性

三、“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教学启示
(一)以“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整合教材内容

自然地理环境系统包含多个自然地理要素空间格

局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如图 4 所

示)。 自然地理要素格局注重从空间视角探讨地球表

面自然地理要素系统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规律,包括大

气、地貌、水文、土壤、植被。 自然地理要素过程注重从

时间视角探明地球表层系统中地理要素的空间相互作

用、时空变化过程,关注时间尺度,包括大气过程、地貌

过程、水文过程、土壤过程、生物过程。 由于不同空间

要素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同,从而形成自然地

理空间格局的异质性。 但现有的高中地理教材内容体

系,以“大气、水、地貌、植被和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单

独为章,割裂了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容上侧重

于要素的空间格局,未能将空间格局与过程耦合的思

想贯穿于教材体系之中。 因此,基于“格局与过程耦

合”的思想,对地理教材内容体系进行整合时,要抓住

自然地理要素格局与自然地理要素过程两个核心概

念,以及格局与过程间的耦合机制,三者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共同构成自然地理环境系统。

图 4　 基于格局与过程耦合的自然地理内容

人文地理以地球表面人类社会活动为主要研究对

象[11],是自然圈层与人文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

“人地圈” [12]。 人文地理过程和格局变动的核心驱动

力,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区域发展趋向稳定态—均衡格

局的要素流动及区域格局变动过程的作用力,稳定态
的区域格局在传统上多被表达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均衡[13],注重社会经济活动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
空间尺度的变化与分异。 因此,结合格局与过程耦合
思想,围绕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和发展演变两方面
构建知识体系(如图 5 所示)。 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结
构主要指空间布局,是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空
间关系在特定地域上的集中表现[14],是对人类经济活
动空间秩序的探寻,包括人口分布、城乡结构、农业布
局、工业布局、服务业布局、交通布局等。 社会经济活
动的发展演变包括人口迁移、城镇化、农业发展、工业
发展、服务业发展、交通发展等内容。 二者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活动发展演变的结果,
空间结构又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演变过程产生影
响。 但现有的高中地理教材内容体系,人文地理要素
“人口、聚落、产业、交通等”为独立的章节,割裂了要素
之间的关联性,更多关注人类活动的现象描述,忽视了
“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理”的内容探讨。 因此,对地
理 2 的人文地理内容整合时,需要凸显人文地理要素
空间格局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耦合机制,阐述人地系统
相应作用时空分异规律。

图 5　 基于格局与过程耦合的人文地理内容

(二)“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教学过程设计

基于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内涵,提出高
中地理空间格局与过程思维的一般设计教学策略(如
下页图 6 所示)。 即,通过地理核心概念,整合地理教
材,实现零散知识结构化[15]。 通过地理核心概念“位
置与分布、地方、人与环境的关系、空间的相互作用、区
域” [16],来统摄地理教材内容,构建地理空间格局与地
理过程的知识体系。 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内容主题
教学来落实,形成以地理课程、教材内容为主体的相对
完整学习模式[17]。 再围绕主题设置层层递进的问题
链,通过设计问题链,渗透“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方
法,提升学生地理思维能力。 如,围绕特定区域空间,
设置“空间格局描述(空间分布、空间组合)→推理可能
的地理过程(综合思维)→构建格局与过程的耦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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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理“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一般教学策略

(直接观测、系统分析与模拟方法)→预测空间格局
未来演变与地理过程的关系(人地协调)”问题链的
设计,在此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生的地理综合分析
能力、推理能力以及预测能力得到提升。

(三)“格局与过程耦合”思维的教学实施策略

在地理教学过程实施中,渗透“格局与过程耦合”
思维方法,并结合学生地理认知特征,提出在教学中落
实“格局与过程耦合”思想的策略。 即,“从尺度视角感
知地理空间—从区域的视角诊断空间格局—从动态的
视角探寻地理过程—从综合的视角剖析地理机制—从
人地协调的视角预测、优化空间格局”的思路,体现了
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特征,有助于学生
的思维逐步从低阶向高阶发展。

总之,地理学以研究人地关系为主线,而人类所
处的陆地表层系统是一个多尺度耦合、组织结构复
杂、驱动关系交织、演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复杂的
巨系统。 格局是认识世界的表观,过程是理解事物变
化的机理,耦合格局与过程是理解和研究地表过程的
重要方法,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有效途径。 中学地理
教学如何发挥地理学科育人价值,需要从内容和方法
上渗透地理学科特色和本质,内容需要关注地理学的
发展,不断更新和充实中学地理学习内容,且地理学
科思想方法作为地理学的灵魂与主线,应该渗透在中
学地理教学之中,这对于目前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
涵解读以及落实起到溯源和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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