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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expression systems of geography textbooks, image system is an impor-
tant part of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s. This research took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II and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mpulsory 2 
as an example. The image system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image type, image presentation mode and image quality to obtain their re-
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image type, combination form, and the choice of image content,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image system of this chapter are given, and the refer-
ence basis for teachers’ selection of pictures to teach is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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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像系统作为地理教材的三大表述系统之一，是中学地理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湘教版和人教版

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二章为例，对两版教材中的图像系统从图像类型、图像呈现方式和图像质量等方面进

行对比分析得出各自的特点；并从图像类型与组合形式、图像内容的选择两方面给出优化本章教材图像

系统的相关建议，也为教师选图教学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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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像系统与作业系统、课文系统共同构成了地理教材的表层系统，因其在展现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特

点、表述地理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演示地理现象变化过程等方面有着文字系统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成为地

理教科书的一大特色，被誉为地理教学的“第二语言”。因此，图像系统类型、图像呈现方式以及教材

选取图像质量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理教科书的质量[1]。对比分析不同版本地理教科书的图像系

统优缺点，对于促进地理教科书图像系统及内容的改善、教学功能的发挥、辅助地理教师教学以及学生

核心素养的培育都尤为重要[2]。人教版与湘教版地理教科书是目前我国使用最广泛的两版中学地理教材，

本文以上述两版教材的必修 2 一书中第二章作为研究对象，以图像的类型、呈现方式、质量作为对比分

析指标，对其图像系统的优缺点进行科学的比较，为地理教学的发展提供依据。 

2. 两版地理教科书必修 2 第二章图像系统比较 

2.1. 图像数量及类型比较 

就宏观层面上而言，通过对人教版和湘教版教材必修 2 第二章的图像数量与图像密度进行比较分析

(见表 1)，可以看出两版教材中平均每页至少有一幅地理图像，充分体现了地理知识的呈现离不开图像为

载体。而在页码相同的情况下，人教版教材中的图像数量、图像密度均大于湘教版。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images in this chapter of the two editions 
表 1. 两版教材本章图像数量比较 

教材版本 图像数量 教材页码 图像密度(幅/页) 

湘教版 33 24 1.38 

人教版 52 24 2.17 

 
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可对教材中的地理图像进行分类统计。一般而言，地理图像主要包括地图、景

观图、地理示意图、地理统计图表、漫画等类型，地理教材中图像系统的其具体分类如图 1 所示。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分别计算两版教材在本章中各图像类型的图像占全部图像数量中的比重(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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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分析知，两版教材的图像类型设计存在共同点：1) 景观图和示意图都占有较大的比重；2) 地图和

统计图表数量少，所占比重较小；3）漫画较少，本章中仅在人教版教材中出现过一幅。此外，两版教材

在图像类型的设计上也各有特点与侧重点：湘教版在本章中使用了大量的景观照片，真实的景观照片更

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认知，旨在帮助学生更直观形象地理解本章知识，在生活实际与抽象的地理理论之间

搭建桥梁；而人教版教材则大量使用专题地图和示意图，注重运用地图来表述地理事物之间的深层原理，

有利于学生本章知识结构的建构。 
 

 
Figure 1. Image system classification 
图 1. 图像系统分类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types in two versions of textbooks 
图 2. 两版教材图像类型对比 

2.2. 图像呈现方式比较 

图像通过单幅图像、同一类型的多幅图像组合以及不同类型的图像之间组合为载体传递信息时称之

为图像的呈现方式，由此，可将其划分为单图呈现、组图呈现和复图呈现三种类别[3]。 
地理教科书中图像呈现方式的合理运用，对地理教科书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

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按照上述分类对人教版、湘教版必修 2 第二章图像呈现方式进行了比重

分析(图 3)。 
由图 3 分析知，两版教材必修 2 第二章中图像呈现方式以的单图呈现为主，组图呈现次之，复图呈

现所占比重最小。本文研究对象中，单图呈现因其平铺直叙、简单易懂而被广泛采用；而组图呈现方式

大多以对比、并列和流程关系的地理图像进行组合，因此可以更形象、具体地传达地理信息，主要用于

表述较复杂的地理现象或地理过程，使之一目了然、通俗易懂；复图呈现主要用于不同类型的地理图像

相互组合，不但可以综合多种图像类型的优点，起到互补的作用，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同一地理

事物的特征，有利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较难的知识内容。由此，结合研究对象在图像数量上的对比情况

可知，人教版教材在本章中图像呈现的方式相对丰富，体现出人教版教材对知识的呈现更为多样化，地理

知识的难易程度被准确划分，为教师教学提供直接的素材，为学生吸收各个知识点提供丰富的学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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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presentation methods in two versions of textbooks 
图 3. 两版教材图像呈现方式比较 

2.3. 图像质量比较 

单纯地增加图像数量不能反映出地理教材先进性的标志，需要综合考量图像的负载信息、图像的视

觉效果、图像的大小以及图像与文字系统的契合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 

2.3.1. 图像负载信息 
据统计，图像的可读性与单幅图像的信息容量成反比[4]。在教材图像设计之初应根据所需传递的地

理信息设计合理的图像信息容量，这是因为过大的图像信息负载量、较强的综合相关性会给学生的阅读

和学习带来负担，也不利于教师的教学；而反之，则会削弱图像在地理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利于学

生对知识点的学习和理解。因此，图像信息负载量是否合理，是评价教材中图像质量的重要依据。例如

在本章“城市土地利用”这一小节中，两版地理教科书都通过图像来展现了城市中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

湘教版中图像负载的信息量较大，包含了大、中、小三个不同级别的城市用地类型的分布比较，阅读起

来难度较大。而人教版意在引导学生从香港城市土地利用简图中总结出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分布特点，图

像相对简洁、可读性强。 

2.3.2. 图像视觉效果 
教材中图像的视觉效果主要由图像色彩层次及图像明暗对比度两个方面决定。地理图像的视觉特征

决定了其兼具审美性与科学性双重属性。一方面，富有层次感和渐变感色彩的运用对突出图像中的重要

地理信息、增强图像可读性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教材的图像版面的布局上，配置的主图与辅助

图像之间应存在逻辑关联，图像的正确处理以及它与文字配合较好的默契性和联系性，从而便于读者阅

读，体现出秩序之美[5]。 
人教版与湘教版地理教材在本章中选用的图像各具美感与特色，整体而言都与教材本身的色调相协

调，增强了教材的艺术性和表现力。人教版在图像的配置上更富有变化性和丰富性，图像形式和色彩的

变化层次较多，三维立体模型图像相较于常见的二维平面图像可读性更强、更直观易懂，对激发学生地

理学习兴趣具有正面意义。湘教版则相对简洁明了，其采用了较多的景观照片，因而色彩变化主要体现

在地理示意图上。两版教材在选用景观照片时，都存在照片明暗对比度不明显的情况。特别是湘教版中

选用了很多城市实景照片，但是整体亮度较低，色彩对比不明显，不利于照片中信息的读取。 

2.3.3. 图文契合程度 
图像系统不能独立于其他系统而单独存在，它应当与课文系统存在一定的切合度。图像系统也不应

该只是起以图释文的辅助作用，在教材中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教材中的地理图像一是对课文系统

在内容和信息上的补充，通过图像对相关知识点的诠释减少了原本冗长、抽象的文字叙述，加强学生理

解；二是地理图像配合相应的文字进行问题情境创设，启发学生思考，提升其对图像中所包含的信息进

行提取与整合的能力。因此，教材在选取图像时应与课文内容相互配合、印证、补充并与对应知识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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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相关性。两版教材在本章中图文契合程度均存在改进空间，如湘教版中选取的部分景观照片与

课文内容间的关联性有待加强；人教版教材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驱动力示意图”并未配备相应

的文字说明。 

2.3.4. 图像大小 
图幅较大、分辨率较高的图像能够更加清晰地变现地理事物、表达地理信息，从而增强图像的表现

力。统计分析发现，本章中两本教材出现地理示意图和地图时，特别是表现地理过程和地理关联的图像，

因其信息负载量相对较大，图幅会比其他类型的图像大一些，这一点在湘教版教材中表现地较为明显。 

3. 图像系统优化及教学建议 

1) 丰富图像类型与组合形式 
两版教材在本章的教学内容都是城市化，这部分知识既要求学生对城市化过程及其影响有感性认识，

又需要学生对城市化的进程、形成机制、动力和相关理论在理性层面上进行理解。因此在图像的类型选

择上应尽量丰富，通过不同类型图像的组合充分发挥图像系统在教学上的功能特点，可以通过景观照片

和示意图、地图的组合来从不同角度增强学生对地理事物的认知。例如，在展现城市化的进程这一知识

点时，可以通过某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区面积扩大过程的示意图和人口数量

增长曲线图相结合，再加上城市景观的对比变化图，以组图呈现的方式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在展现

某些地理变化过程时运用加三维立体图像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示某些地理过程。 
2) 注重图像内容的选择 
在图像内容选择上即要考虑学生的认知心理与生活经验，选择与实际生活关联性较强的图像，注重

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与新知识间建立联系；又要避免过多使用过于直观的视觉教材。例如景观图像虽然

取材于现实生活，但过于写实、所包含的信息繁杂且过滤性差，反而会弱化图像所要突出的重点，从而

阻碍学生学习。因此在选择图像时对于图像本身所反映的信息也需要与教学内容相关，为学生学习和教

师教学提供便利，例如在湘教版教材的图 2~20 中，所选择的光污染和电磁波污染的图片并未直观地展现

出这两种污染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与学生的实际认知不匹配。 
3) 教师教学建议 
教师在进行本章教学时根据教学设计和教学需要，可在教材图像系统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相关图像，

以丰富教学内容、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在图像的选择上也应当考虑上述方面，精选图片，避免图

像选择不当而加重学生负担，反而不利于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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