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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学科之间交叉对培养创新人才、创造新成果起关键作用,因此学科交叉、融合、渗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推进教育

创新、提高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当今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地理学作为高等学校的传统学科,其涉足领域相当

广泛,地理学科在高校主要分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三大分支,随着时代进步、学科发展以及社会需求,地
理学与其他学科已经相互交叉融合。作者对国内外学者在地理学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地理学科

中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三者之间的内部融合,地理学科与经济学、旅游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

之间的“近距离”交叉,以及地理学科与艺术学、医学、计量学等学科之间的“远距离”交叉。研究认为,地理学内部融合有

待重视,“近距离”学科交叉有待深入,“远距离”学科交叉有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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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明确地指出:“未来15年我国一定要进入创新型国

家队伍之中”[1]。那么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优势学科发

展点、新学科的生长点,更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制高点。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来,各大高校相继建立

了地理学专业,经过调整,目前地理专业形成了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支众多的学科体系。
并且赵楚年认为地理学科与生态学科、环境学科、经济学科、社会学科之间交叉十分突出,如果地理学要发展,那
么必须与这些学科交叉,并且吸收各学科之长及新的理论与方法[2]。地理学要发展,必须主动与这些学科交叉,
吸收各学科之长及新的理论与方法[2]。学科之间相互融合、交叉已经在很多高校得到实践,随着学科的发展壮

大,地理学科衍生出许多其他分支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地理、旅游地理、历史地理、社会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化地

理等,也有与美学、医学、文学、数学等学科的交叉。

1地理学学科内部融合

1.1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交叉

地理学包含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三大二级学科。过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常常被分开

研究,导致地理学综合发展缓慢,地球表层的自然地理系统、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是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

象。地球表层系统、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系统三者是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所以不

可分割,是因为地球表层的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而现代地理学以地域差异单元的原则来

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2]。因此近年各个高校都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既分开作深入研究,也将二者融合,
让各个分支学科的学生都了解到其他分支学科的知识。

1.2地理信息系统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三者之间的融合

地理信息系统,又简称GIS,是处理和分析空间数据的综合技术系统,空间分析源于60年代地理与区域的计

量革命[3],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地理学科的众多领域。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为GIS提

供了数据源和研究对象,而GIS又在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中起到了工具作用,因此将两者相互结合,对开拓新学科

领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GIS,还有RS(遥感)和GPS(全球定位系统),三者统称3S技术并同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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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理科学研究,对推动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变革起到巨大作用,还有许多的潜力可以发挥[3]。也对GIS在自然

地理学科领域中的使用途径和方法以及自身特点进行了研究[4]。胡春生也对GIS在自然地理学中的应用进行

了研究,他认为自然地理学中包含众多领域,针对不同的领域,GIS的应用途径不同,GIS空间分析可应用于自然

资源管理以及地质环境评价和地质环境整治中的应用。也有学者对GIS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作用做了研究,
探讨了自然保护区GIS的结构框架及如何使用维护系统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5]。近年有些学者则对GIS在其

他地理分支学科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例如李凡就研究了国外GIS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中的应用情况,通过

对国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GIS在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考古和文化资源管理等学科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并介绍了国外主要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实践[6]。相比之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落后,文献数

量很少,但另一方面也预示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2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地理学作为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不仅有学科内部融合发展,并且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了

深入的交叉融合,其他学科既包括一级学科也包括二级学科等,内容丰富。也可以说地理学衍生出了许多其他

的分支学科。文章将从地理学与经济、旅游、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近距离”学科之间的交叉进行文献分析,
也分析了地理学与美学、健康学、文学等“远距离”学科之间的交叉情况。

2.1“近距离”学科交叉

早期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地理学科便衍生出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这两门分支学科,如今经济地理与

旅游地理已成为相当成熟的学科,关于这两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但地理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交叉四方面的

文献相对经济与旅游较少。

2.1.1地理学与经济学 杜能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总结了经济地理学是在人文地理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

置,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的分支学科,其主要目的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科学[7],1760年由俄国科学

罗蒙诺索夫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这一名词。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格茨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经济地理学的

任务》。在文中论格茨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他的这篇文章是经济地理学从地理学中分化出来成

为独立学科的标志[8]。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交叉而成,介于自然、经济和技术三者之间,对经济地域系

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等方面研究的学科[9]。
经济地理学包容性很强,要防止过于“人文化”,或者“经济化”。新古典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的

“地理转向”,这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起深远影响,而制度经济地理学则出现了“文化转向”[10]。我国经济地理学

开展“文化转向”研究应在吸取西方文化转向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家自身特点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地

理[11]。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地理学从垂死的困境中拯救出来[12]。
在古典经济地理学时期,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互相影响,而在20世纪30时代到8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没有

对主流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这段时间经济学是引领着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

这段时间,经济地理学吸收了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从而实现了制度、文化和关系三者的转向,同时主流经济学则

出现了地理化趋势,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运动。80年代以来,演化思想在经济学界逐渐兴盛起来,演化经济学理

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在9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接受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开始尝试对演

化经济学进行研究。可以说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和经济学的下一个交叉点 [8]。
区域经济地理学是非常年轻有潜力的学科,“新经济地理学”是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经济方向)的新发

展,但不是主流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13]。要发展区域经济地理学不能只局限于强调地理思维与经济思维、地理

方向与经济方向的差别,而应该抛开门户之见,强调其内在的联系,强调其共性的东西。目前我国发展区域经济

地理学主要弊端是一方面忽视理论研究,重实践轻理论,得不到深刻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导致实践的滞留;另一方

面表现为方法手段盲目,定量与定性研究未能较好结合,在引入西方经济地理学思想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特点

不够,造成对传统理论一味的批判否定。面对这些问题,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理论建设,传统技术与新方法结合

是主要途径[14]。
近年,部分学者则从生态方向对经济地理学进行研究,讨论了基于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和生产—分

配—消费立体系统的空间均衡模型,阐述了面向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方法,探讨了地

域功能成因理论与识别技术,以及将面状的功能地域纳入空间结构理论框架的学术创新要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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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是“以任务带学科”的特点,这与西方国家“学院派”注重知识的创造,研究活动以较

为微观尺度的工作居多的西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因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派”经济地理

学,加强学科建设、强化优势研究领域、加强新技术手段是我国经济地理学主要发展趋势[16]。

2.1.2地理学与旅游学 中国旅游学与地理学交叉初步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17],1985年李旭旦主编的《人
文地理学概论》被首次列入了旅游地理学条目(郭来喜撰写)是旅游地理学正式成为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重

要标志[18]。早期,陆林等学者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进展,从综述、旅游地、旅
游资源与开发、旅游景观、旅游者行为与旅游市场、旅游环境与生态旅游以及理论与方法研究等7大方面进行了

阐述,并对《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学报》4大权威性核心期刊关于旅游地理学文献进

行了梳理,对我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起到启示作用[19]。
吴必虎认为旅游地理学在90年代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它的特征是以适应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

社会变革,从旅游地理学领域内专家结构组成、旅游地理学家研究的内容和旅游地理学如何实行人才教育三方

面内容研究发现,旅游地理学领域内的研究专家是集中于56岁以上的老年和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研究队伍

中的专家大部分来自其他专业领域,以自然地理学为主;旅游资源是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旅游规划、旅游环

境容量和旅游交通等也是地理学研究对象;但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还很欠缺,课程设置和学位设置都较差[20]。
西方旅游地理学发展比我国早60年,始于上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的发展阶段是1920—1960年这

段时间,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学科的地位,并且开始朝着成熟阶段发展;现代旅游现象的出现带领着西方旅游地

理学的发展,但西方国家旅游地理学者有脱离地理系的现象,这对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有不好的影响[21]。2011年

保继刚对我国的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旅游地理学经过30年的发展壮大,成为了成果最丰

富、思维最活跃的学科之一,一方面我国旅游地理学在社区旅游、事件旅游、遗产旅游、城市旅游和旅游流与空间

结构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卓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科涉及领域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科队伍不

断壮大,学科平台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旅游地理学者

广泛参与到省城和重点区域的旅游规划实践中和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中[22]。

2.1.3地理学与历史学 历史地理学源于《汉书地理志》,历来称为沿革地理,1935年开始用历史地理的名称,60
年代初期,权威学者开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的论断,从而推动了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的

研究[23]。60年代初期,候仁之和黄盛璋的文章中,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积极地推动了我

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之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以及历史区域

地理与历史地图编绘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尤其是在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区域地理研究方面更具优势,硕
果累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27]。80年代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比较薄弱,学科建设不完善[24]。

到90年代,开始按照学科理论和通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研究、历史地图编绘、古地图与古

文献等门类进行研究,发现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研究存在许多空白,应该得到重视,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气候研

究得到重视,历史地貌变迁、历史河流地貌等也相应得到发展[25]。
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到本世纪发展更迅速,研究涉及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

理论与方法进展情况以及学科属性问题和信息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而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则对历

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军事交通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等分支进行理论

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分析;还对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情况、历代地理志书、古地图以及历史地理文献的汇编情况进行

了分析[26]。
也有学者对区域性的历史地理学发展进行了研究,例如张永帅从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出

发,发现研究内容不平衡和研究方法单一大大阻碍了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发展[28]。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进

展方面,龚胜生和曹秀丽等基于国际期刊《历史地理学》的文献分析对国际历史地理学1981—2010年30年间的

进展进行了讨论,发现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对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历史自

然地理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作者来源以欧美国家为主,国内作者很少,研究区域也以欧美地区为主,其中英国、
美国、法国和加拿大最多[29]。毛曦对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了综述,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势

必走向国际化[30]。

2.1.4地理学与政治学 189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正式创立

的重要标志[32]。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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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政治行为和决策的影响,人类政治行为

对地理格局的反作用[31]。美国北依阿华大学地理学主任尼墓姆指出,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政治区域与政治过程只

是政治活动的空间与时间的表现形式,而政治地理学真正的出发点应是人类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在国际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低迷,西方国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重新开始对政治

地理学进行了研究,而我国自建国以来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在政治地理学科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33]。
直到80年代鲍觉民教授发表论文讨论政治地理学为起点,他认为国家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战争年

代,独立国家较少,导致政治地理研究的缺失。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角度看,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是政治区域

现象、区域政治现象、人类政治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内容包括国际区域政治、国家区域政治和国内

区域政治,而做政治地理学的工作目的主要为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与国际交流、经济社会发展起作用[31]。政治地

理学较其他分支学科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地理学分析尺度的下移、建设性实证研究的缺乏、相关学科理论支持

不足、地理学本身“远离政治”的惯性影响,并在与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基础上提出我国政治地理学发展方向主

要有城市政治地理、地方政治地理和新地缘政治学[34]。

2.1.5地理学与社会学 在1866年人文地理学大师李特尔就指出,地理学研究对象中涉及到了一些社会地理问

题[35];人类地理学创始者拉彩尔在《人类地理学》中也阐述了社会地理问题[36];王兴中重点探讨了“新”社会地理

学的理念、研究的主体内容与前沿方向[37]。这说明社会地理早就存在,只是还未形成一个学科体系。社会地理

学萌芽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时期从学科性质来讲,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思想渗透于社会地

理学中,并且与社会科学也相互交叉。初建时期是20世纪初到50年代末,1908年举行的国际地理学大会上,针
对地理学的发展,社会地理学被首次正式提出。发展时期从60年代至今,形成了3个特点,首先是社会地理学

中的城市地理、聚落地理和人口地理等传统学科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其次犯罪、福利等社会地理问题

等所谓的新型学科也开始向独立的学科发展;最后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有了重大的革新,并且发展从经验

主义上升到了实用主义,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38];社会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分支学科中发展缓慢的一科,目前社会

集团的空间活动是重点研究内容,也包括社会生态、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等,社会问题包括犯罪地理、贫困问题

等。我国社会地理学的发展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吸收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来发展自己;要加强民族、宗教、
区域差异与冲突等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还要加强社会变迁的地理研究[39]。

近几年不少学者对乡村社会地理学开展了研究工作。乡村社会地理是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以乡村

社会变迁为主线[40]。国外乡村地理学研究较早,二战前,主要对农村的聚落历史、土地利用和乡村社会问题进行

了研究,到90年代,许多学者认为乡村地理的研究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乡村地理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乡村社区变

迁及机制研究、乡村社区空间分析、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乡村社区与产业联系和社区问

题研究[42]。2005年对我国乡村社会地理从产业、农民、农村等3方面讨论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进展,终结

了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广度有但深度欠缺,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而忽视了我国阶段性的特点与国情,乡村尺

度的统计调研工作开展缓慢,对乡村社会地理感兴趣的学者少等薄弱点。要发展我国乡村社会地理学,就必须

突破这这些薄弱点[41]。

2.1.6地理学与文化学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近20年来

成为发展较快的学科,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43]。从19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复苏之后文化地理作为人文地理

的分支学科也得到了发展,其中文化景观理论研究明显增多,对文化生态有了认识,文化扩散与整合理论的研究

得到深化,文化区划方法与指标日臻完善。但理论基础很薄弱,研究内容与方法都还有待拓展[44]。
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文化区”和“地方”,地方性就是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文化,以及人们对这些长期

积累的文化的认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文化区和地方的尺度间转换的研究及文化区和地方的形

成机制的研究;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可以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提供学术支撑[45]。西方文化地理研究更倾向

于定性研究,西方学者强调研究者本身挖掘社会素材的能力和诠释材料的智慧和客观性。在资料搜集与展示方

面,西方学者更多采用实地研究,参与式观察、访谈等多种方式获取大量的资料,善用文字资料、照片等多种证据

来证明研究的信度和效度。[46]。
从国际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的角度,文化地理与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两个分支学科,但两者之间存在许

多交叉重叠,在英国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有融合趋势,边界越来越模糊[47]。
通过文献统计分析发现文化地理学还可以与其他的地理学分支学科相结合而形成新的学科,如历史文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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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文化地理学等[47]。从2000—2010年间对艺术地理、情感地理和宗教地理等一系列

文化地理内容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

2.2“远距离”学科交叉

经过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壮大,地理学已不仅仅局限于内部融合、近距离交叉,还与艺术学、医学、计量学等学

科进行了交叉。

2.2.1地理学与艺术学 艺术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地理学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乔治·福斯特尔·洪堡

和拉采尔早就涉足地理学与艺术学的交叉领域[48]。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存在地理因素,并应该将现象学、哲学

以及空间理论贯穿到艺术地理的研究中[49]。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分别对文学地理、戏曲地理、音乐地理、美术地

理以及书法地理等研究内容和文化生态、文化区、文化景观、文化传播与整合等研究主题进行了研究,中国艺术

地理发展应该以综合性、实用性为发展方向[50]。
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具有影响地理环境与建筑风格、绘画风格以及文学艺术风格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51]。地理环境对民间艺术具有积极的影响,聚落是地理学的重要部分,聚落与民间艺术之间有密切的关

系[52]。
美学作为艺术学的一部分,也吸引不少学者对美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学和美学都是为人类生产服务,

从研究内容来看地理学研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人地关系,美学研究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它们有相同领

域,地理美学对地理学与美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并且对搞好生产布局、城市规划等都有帮助[49]。2013年钟世

伦基于康德的《自然地理学》一书对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发现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不断改变,也是

他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53]。
景观作为艺术领域里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地理学中的重要组成,因此地理与景观的研究也值得深入。范

建红对国外景观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外景观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和成就,景观地理学的发展

过程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深化过程[54]。另外,地理对城市选址具有重要影响[55],景观在旅游地理中具有重要位

置[56]。

2.2.2地理学与医学 医学地理学是地理学与医学相关联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许多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当代医学地理的主题是“健康、环境、发展”[57]。地理与医学相关的几种类型,包括地理区域关联型、
地质关联型、种族群落关联型、气候关联型、社会经济型,每一类型与疾病具有相关性[58]。《内经》早在2000多年

前就提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类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与气候、体质、发病、治疗相联系,如何运用其相关性来指

导预防、诊治疾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医地理医学[59]。
近年人口健康这一领域是国际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包括气候对健康的影响,以及

自然因素、人文因素、人口老龄化等对健康的影响[60]。地理学与人类健康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地理学内容丰

富,例如生态环境、次生环境、生活习惯、民俗、行为和宗教信仰等都对人类健康有影响,而这些内容也是地理学

里面会涉及到的[61]。

2.2.3地理学与计量学 计量地理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分析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各种要素,是地理学

的方法论学科,为获得有关地理研究的科学结论而起重要作用[67]。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地理学领域中产生了

“计量地理学”,我国尽管在50年代开始学习在地理学中应用数学方法,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正式应

用,之后,南京大学主办了讨论班针对“计量地理学”进行了讨论研究,并在全国高校设置了计量地理学必修课,
同时在中国地理学会下设立了数量地理专业组[62]。1990年已引入确定性数学模型和概率统计理论的基础之上

再引人广义的不确定性理论中的新类型———模糊数学[63]。自90年代以来数量地理的最新发展地理计算学应用

的研究[64],并提出在地理学中应用数学方法具有实践意义[65]。也有学者提出数量方法对地理学的生存发展具

有双面性,由于对这些工具的过分依赖,而忽视了自身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影响[66]。

3建议

郑度认为现代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科学,其中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地理

学内部的综合研究,应用研究领域的拓展,实验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理论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未来发展趋势[68]。
地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也是社会发展之中应用广泛的综合性学科,文章通过对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

叉的文献综述,发现目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进行研究分析,这对发展地理学以及其他交叉学科起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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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推动作用,虽然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增多,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3.1内部融合有待重视

地理学内部融合包括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之间,GIS与人文地理、GIS与自然地理之间的融合,但经过文献

搜集,发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交叉的文章很少,虽然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对两者融合应用的探讨非常

少,造成在实践过程中理论的不足。而GIS与人文和自然的交叉探讨较多,原因是GIS的应用必须建立在地理

学的基础上,但也存在理论跟不上实践的问题,因此关于地理学内部融合的研究有待重视。

3.2“近距离”交叉有待深入

从文献数量以及内容来看,“近距离”学科交叉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还是存在一个不够深入的问题。如地

理与政治、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化等方面的交叉研究都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理论体系相对经济地理、
旅游地理较薄弱,实践上也较落后,还有待深入研究并用于实践。

3.3“远距离”交叉有待发展

从文献来看,地理学与更远距离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在我国还没得到广泛研究,例如西方国家对地理与美学、
地理与心理学、地理与艺术、地理与情感等的研究都有一定成果,但我国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还非常少,需要加强

地理学科与“远距离”学科交叉的研究,以完善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网络体系。

3.4高校学科交叉实践尚浅

虽然很多学者都在进行地理学学科的交叉研究,但在高校的地理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却实践较少。目前大多

高校都有地理学院,在地理学院通常设置人文地理专业、自然地理专业和GIS等专业,在人文地理专业里设置旅

游规划、城市规划等专业,在自然地理专业里设置环境生态、水土流失等专业。但很多高校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交叉,只停留在一些基础课程的设置上,导致对学生的引导不够。高校应该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为出发点,做到课程设置的科学性,让各专业的学生有课可选,导师的配备可以采取一名学生由几位专业导师带

领,为学生提供学科交叉的条件和进行交叉学科学习和实践的可能性,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将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4地理学发展趋势

通过文献综述初步探讨了地理学的学科内部交叉、“近距离”学科交叉和“远距离”学科交叉的发展情况,而
地理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备受关注。21世纪的地理学,将成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举的两栖学

科,在理论化和数量化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化、生态化、社会化,具有一系列发展趋势[69]。

4.1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的交叉越来越深入

地理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强的一级学科,学科内部交叉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会越来越得到重

视,除了文章前面提到的经济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医学地理和计量地理等,地理学还与社会中

的其他很多学科有融合交叉潜力,因此,进行跨学科、多层次、多领域的学科交叉是地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4.2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发展更合理

地理学的内部分支学科如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GIS等学科的发展在近年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很多学科因

为基础研究薄弱,发展较为困难,因此如何使分支学科的发展更合理、更综合、更协调成为重点,分支学科的专业

发展,以及分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趋势必然越来越合理。

4.3地理学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

地理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现实社会很多的领域中得到应用。针对当今世界出现的人口、资源、环
境、经济、社会之间冲突问题,广泛开展地理学应用中的资源调查、土地评价、城乡规划、国土整治、环境保护、防
灾抗灾、旅游开发与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等,是当今地理学应用研究的主流。地理学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是必

然趋势。

4.4研究方法以及技术不断更新

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丰富,应用技术也越来越创新,方法与技术的与时俱进能更有效地辅助地理学科

的研究发展。因此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在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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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tersectionbetweendifferentdisciplinestocultivateinnovativetalents,createnewachievementsplayakeyrole,

therefore,fusionandpenetrationofinterdisciplinarybecomeanimportantmeasuretoimprovethequalityofeducationandpromote
educationinnov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China,alsoisthemaintrendofthesubjectdevelopmentoftoday.Geographyas
thetraditionaldisciplinesofinstitutionsofhigherlearning,itswidespreadingeographysubject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redivid-
edintonaturalgeography,humangeography,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threebranches,astimeprogress,disciplinarydevelop-
mentandsocialdemand,geographyandotherdisciplineshaveoverlappingfusion.Inthispaper,wefinishedtheresearchachieve-
mentthat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inthefieldofgeographydisciplineoverlappinggeneralizes,andanalyzedtheinternalinte-
grationofnaturalgeography,humangeography,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andthe“close”interdisciplinaryofgeographybe-
tweeneconomics,law,history,politicalscience,sociology,culture,andthe“longdistance”interdisciplinaryofgeographicbetween
art,medicine,metrology,otherdisciplines.Researchsuggeststhatgeographyinternalintegrationneedstobeseriously,“close”in-
terdisciplinaryneedstobethorough,“longdistance”interdisciplinaryremainstobedevelopment.
Keywords:geography;curriculumintegration;crossdisciplin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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