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湖北师范大学自命题考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地理学基础 科目代码:810）

一、考查目标

《地理学基础》是湖北师范大学地理学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入学专

业课考试科目。科目考试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现代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研究

方法、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学术思想。主要考查考生综合运用地理科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分析各类地理现象和环境的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具备解决

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能力；评价考生已具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和素质。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10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

简答题：5小题，每小题 12 分，60 分；

分析论述题：3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

（四）主要参考书目

1.《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人文地理学》（第二版），赵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三、考查范围

（一）大气圈与气候系统



1、理解大气组成的成分及其作用，掌握太阳辐射、温室效应及地－气系统

的辐射平衡。

2、理解降水的形成、类型，掌握降水的时间变化规律和降水量的地理分布。

3、掌握作用于空气的力，理解大气环流的概念，掌握行星风系、季风环流

及局地环流的特性及其运动。

4、理解气候的概念，掌握气候系统的组成及特性。

5、掌握气候形成和变化的原因，理解气候变化简史，了解未来气候的可能

变化。

（二）海洋和陆地水

1、掌握水循环的主要过程，理解水循环与水量平衡的规律。

2、理解洋流的成因、分类和主要洋流，理解近百年的海平面变化以及 21

世纪海平面上升的预测。

3、掌握河流、水系、流域、地下水等概念，理解河流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

响，掌握地下水按埋藏条件的分类。

4、掌握成冰作用过程与冰川类型，理解冰川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三）土壤圈

1、了解土壤及土壤肥力的概念，理解土壤圈在地理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

2、理解土壤形态的特征，掌握土壤的物质组成，包括土壤矿物质、土壤有

机质、土壤水分和土壤空气等。

3、了解土壤因素学说，掌握成土因素对土壤的形成作用。

4、掌握土壤的分类、理解土壤分布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

（四）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

1、掌握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点，理解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掌握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特性。

2、了解种群及其一般特征，理解生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群落的结构、群落

环境、群落的动态、群落的外貌与植物的生活型特性。

3、理解生态系统的概念，掌握生态系统的组分和结构、生态系统的功能、

生态系统的反馈调节与生态平衡。

4、理解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与分布规律， 掌握水域生态系统的主要特

征与类型。

5、理解生物多样性概念，掌握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理解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及其意义。

（五）人文地理学学科概况

1、理解人文地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以及在地理学中的地位，了解人文地

理学的发展过程。

2、能够立足学科体系视角，理解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分支学

科之间的关系，掌握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构成及其主要研究内容，能够联系现实

需求解释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应用领域。

4、理解重要人文地理学家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观点。

5、掌握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了解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能够运用现代

分析技术手段开展人文地理问题研究。

6、了解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理解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六）人文地理学重要基础理论

1、理解文化的内涵。掌握文化区的概念与类型。了解文化生态关系的类型。

能够运用扩散理论分析人文地理现象的空间演化过程。

2、掌握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理论的内涵。能够运用以



上理论解释现实产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3、理解人口转型模式。了解人口迁移方式与类型，理解人口迁移原因。了

解我国人口迁移特征、世界及我国人口问题。

4、了解人文地理学基本理论，理解经典人地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了解人

地关系理论的发展，掌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能够紧密联系现实，辨析人类

行为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解释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5、掌握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主要学说。

（七）工业化、城乡发展与全球化

1、掌握全球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发展趋势。

2、掌握城镇化、郊区化的概念，了解世界及我国城镇化过程。掌握城市体

系的内涵，理解世界及我国城市体系发展。

3、掌握城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原理。掌握芝加哥

学派城市土地利用三大经典模式。

4、掌握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了解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国内外

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

5、了解人文地理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