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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孟子曾经说过：“利人莫大于教”，今天我们可以
再加上一句 “教重莫过于材”。教材对于教学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好
的教材绝不会误人子弟，只会是 “引曙光于世，播佳种在田”，是指导学
生高效学习的利器。

那么，怎样的教材才算好的教材呢？我们认为，一本上乘的教材至少
要符合三条标准：

第一，编撰者是本学科的领军人物 （学科带头人），具有权威性；
第二，教材的框架体系要系统完整，有内在逻辑，而且文字表述

准确；
第三，内容相对稳定，即哪些内容进教材、哪些不能进，要有严格甄

别，既博采众说，又不是大杂烩。
编撰者一定要是学科带头人。因为教材是教学双方共同依照的蓝本，

教师要按教材讲，学生也得按教材学，一手托两家，像此等关乎育人、功
在千秋的事，没有高人把关怎么行？而一般说来，编撰者的学问与教材质
量密切相关，编撰者是权威，则教材就有权威。

参加这套教材编撰的十多位作者分别是唐波、吴小平 （主要负责 《民
航服务概论》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张玉雯、罗
建伟 （主要负责 《民航服务心理学》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
的编撰），杨军、唐明丽 （主要负责 《民航服务礼仪》的选题策划、编撰
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周敏、杨帆 （主要负责 《民航安全检查基础》
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徐泽民、唐波 （主要负责
《民航客票销售实务》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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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刘天刚 （主要负责 《民航物流基础概论》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
定、书稿的编撰），罗娅兰、王志鸿 （主要负责 《民航实用英语基础》选
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杨军、皮春磊、史玉霞 （主
要负责 《空乘服务与客舱设备》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
撰），邓红军、唐明丽 （主要负责 《民航法律法规及航空企业管理制度选
编》选题的策划、编撰原则的制定、书稿的编撰）。邓红军负责这套教材
的编审及统稿工作。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编撰者以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反复斟酌、协商、修改，力求以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生动具体的实例，
编撰出能体现我们航院特色的系列教材，为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微
薄之力。

在教材的框架体系上，我们要求编撰者为每本教材整理一个章节体系
大纲导图。这源于托尼·巴赞的 “心智图”或 “脑图”。这样一个体系导
图架构对师生都有好处———长文变短，厚书化薄，条分缕析，提纲挈领，
生动、直观、形象，便于学习和记忆，可以说是我们的创新之一。此外，
框架设计有个重要原则要遵循，那就是突出主线，章节之间要有内在逻
辑。换句话说，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应紧密围绕主线，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步步深入，逻辑井然。这不仅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规律，也是学
生学习知识的一般路径。想想看，小时候我们学数学，是不是从学加减开
始，然后才学乘除，再后来才学更复杂的混合运算？如果教材不这样编，
一开头就学微积分，那样学起来岂不是难于登天！可反观当下，有的教材
仿佛一个拼盘，像本专题文集，章与章不搭界，看不出关联；有的则分方
面平设篇章，这样貌似有逻辑，但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至于教材要相对稳定，是指对教材的内容要有取舍，要力求正确。不
能把教材当个筐，啥都往里面装。一本好的教材，个别内容可以修订，可
以有增减，但不可颠覆性地被推翻。为此，在主体框架搭建好之后，选择
哪些理论 （观点）和材料编入课本，编撰者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鉴别
力。只有把普遍的原理和主流的观点编入教材，教材才能相对稳定；否
则，若编入了那些有争议的理论，日后一旦被推翻，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
以挽回。所以编撰教材，要海纳百川，更要精于取舍。历史表明，编撰者
唯有恪守职业道德，以科学的态度传播科学知识，方可赢得师生们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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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
教材项目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定要体现民航学院的特色和成果，

体现民航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专业要求。这套教材的编撰者在
相当紧迫的时间里，参照 《“十二五”规划航空服务专业统编教材编撰原
则及体例》的要求，注重实用性和适用性，反映实际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活
动，将实战、实践、实训融入教材中，书中的例题、案例、互动练习、思
考题、拓展知识窗及配图等都是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各位编撰者以海尔董
事长张瑞敏提倡的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完成了东星航院和四川
大学出版社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

在这套教材的编撰过程中，编撰者参阅了一些相关文章和专著，谨向
这些著作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教材编审组以下面两段话与师生们共勉———
把看来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把看来平凡的事做好就不平凡。
认真做事，只是把事情做对；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邓红军

２０１２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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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与民航运输地理概述

第一节　地理学概述

一、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地理学的产生
地理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科学。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们逐渐认

识了地球表面的各种现象，从而产生了地理知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地
理知识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知识。“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出
现于 《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最早是东汉时期班固编写的 《汉书·地理志》，班固按
行政区划对当时各行政区内的户口、山川、矿藏、物产、经济、聚落、名
胜等进行记述。在西方，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由希腊语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ｉｎ”一词而
来，它最早由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提出。希腊语 “ｇｅｏ”为地球、地表、
土地之意，“ｇｒａｐｈｅｉｎ”为记载、描述之意。“地理”一词的由来和解释说
明，地理学是一门 “记载地表事物”或者 “描述地球”的学问。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人们对地理学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１８１０年，
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指出，布满人的地表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此
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进一步阐述，地表是具有相当厚度的一个层或
者带，包括大气的下层和地壳的表层，即陆、水、气界的界面。美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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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哈特向指出，地球表面是岩石圈、水圈、人圈相互混合的地球外壳部
分，是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指出，地球表层是个巨系
统，包括了非生物、生物和人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部分，
系统的空间范围上至对流层上层，下至岩石圈上部，该系统即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不局
限于狭义的自然环境，而是由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三方面要素构成的
广义的地理环境，这三方面要素分别受自然规律、生物规律和社会经济规
律的支配。作为整体的地理环境，其发展是上述三个方面要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其他学科研究这些要素的个别方面，而地理学综合研究其整体。因
此，一般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环境结构、分布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
科学，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简单地说，地理学就是研究人与地
理环境关系的学科，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地球表面的自然
资源，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

（二）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形成了

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三个时期。

１．古代地理学
自远古至１８世纪末，是古代地理学时期，主要以描述性记载地理知

识为主，而且这些记载多是片断性的，缺乏理论体系，地理学内部尚未出
现学科分化，各国的地理学基本上是在本国封闭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
早期，中国和古希腊的成果最显著。中国的 《尚书·禹贡》、 《管子·地
员》、《山海经》、《水经注》等著作，都是世界上比较早的地理学史料。到
了后期，欧洲涌现出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地理探险家，他们的发
现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

案例１．１　 《尚书·禹贡》
《尚书·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全书只有１１８９字，由 “九州”、“导

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
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九州，实际
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分的，带有自然区划的萌芽。“九
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有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仍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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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部分记述大禹治
水的功绩，“五服”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侯、绥、要、荒
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案例１．２　地理大发现
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于１４９２年８月３日黎明前率三艘帆船出发，

在大西洋上克服种种困难，于１０月１２日登上了巴哈马群岛，发现了新大
陆。哥伦布十年间四次西渡大西洋，发现了南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一些岛
屿，但他至死还认为自己到的是亚洲的南洋群岛，所以把加勒比海岛屿称
作西印度群岛。他死后不久，一位名叫亚美利加的意大利人才发现大西洋
彼岸不是亚洲而是新的大陆，从此将美洲命名为亚美利加。

１４９７年，瓦斯科·达伽马率葡萄牙船队，避开了强大的本哥拉洋流
和赤道以南海岸的顶头风，在大西洋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沿非洲西海岸
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向北航行，经莫桑比克，穿过印度洋到达了印
度，从而发现了这条苏伊士运河开通前欧洲人前往亚洲的唯一航道。随着
这条航道的开通，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基
地，租借了中国的澳门并强占了台湾，首次打通与日本的贸易。紧接着大
批欧洲人涌入亚洲，带来了基督教，带来了欧洲的文明，也造成了亚洲人
受欺侮受压迫的历史。从此，地中海、大西洋的欧洲文明与印度、中国文
明连接起来了，人类彼此隔绝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麦哲伦原为葡萄牙人，归属西班牙。在西班牙国王的赞助下，于

１５１９年９月出发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 （麦
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由于长期在茫茫的太平洋航行，船员患了坏血
病，没有粮食、淡水，靠吃老鼠、牛皮、木屑，喝脏水生活，历尽千辛万
苦，麦哲伦本人也在与菲律宾土人的冲突中死亡，最后只剩１８名水手穿
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１５２２年４月回到西班牙。他们向东行而从西
归，用事实证明了人类的故乡地球是圆球体。

地理大发现给地理科学带来了巨大变革，它的意义也超过地理科学，
几乎对所有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都是巨大的推动力，是人类近代飞跃性进步
的先声。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给人类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发现了在当
时看来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资源，才刺激了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成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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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２．近代地理学
从１９世纪初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近代地理学时期。近代地理学形成

的标志是德国洪堡 《宇宙》和李特尔 《地学通论》两书的问世。近代地理
学是产业革命的产物，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这一时期，
学说纷起、学派林立。地理学的各部门学科几乎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和建
立，因此这也是部门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洪堡和李特尔是同时代的人，是近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洪堡
治学相当广泛，涉及自然地理、地质学、地磁学、气候学、生物地理学等
各个方面，为自然地理学、植物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著有３０卷
的 《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新西班牙王国政治论文集》、《植物地理论
文集》和巨著 《宇宙》 （５卷）。他的著作被译成各国文字出版，特别是
《宇宙》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在学术界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李特尔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确立了地理学的概念和体系。他指出，地
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宇宙，也不是地球的全部，而是地球表面，用他
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在地球上所看到的领域。这既区别于物理学、化学、
生理学，也区别于历史学和天文学。

３．现代地理学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是现代地理学时期。现代地理学是现代科学技

术革命的产物，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其标志是地理数量方法、
理论地理学的诞生和计算机制图、地理信息系统、卫星等应用的出现。社
会需求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科学技术的
突飞猛进、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一系列问
题，对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地理学提供
了新的研究手段，使地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得到了保证，并促使现代地
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首先，地理学的数量革命，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的
运用，使地理学从以描述为主的形式发展为以数量上的函数来取代文字上
的因果说明，并进一步预测人类的空间行为和社会的空间组织的趋势。

其次，现代地理学把空间和过程研究结合起来，改变了传统地理学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