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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在旅游业迅速发

展的形势下，伴随着旅游学的产生而发展，着重介绍了旅游地理基础理论和我国

各主要旅游区的地理要素和旅游景点、旅游资源状况。旅游系统中旅游资源的开

发利用，旅游线路和交通建设，旅游流分析，旅游区规划布局和建设等一系列问

题，需要从地理学空间综合等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旅游地理学既是自然科学又

是社会科学，是地理学的应用学科。主要内容包括：旅游资源地理概述、中国旅

游交通与旅游线路、中国旅游资源和中国七个旅游区的旅游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

特色等内容。

二、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设置本课程，为了使考生能够掌握旅游地理的基本理论，中国旅游交通、旅

游线路、旅游资源的基本概念，中国七个旅游区的基本特征。能够运用所学的旅

游地理学的理论和知识，在旅游实践中进行旅游线路的设计与导览。

三、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中国旅游地理的基本理论，中国旅游资源

形成的环境、特点与分布，中国各旅游分区的旅游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特色。能

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考生旅游文化素养和旅游实践能力。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旅游地理学相关概念及旅游地

理学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

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旅游地理学概念及相关理论的

内涵及外延，理解中国旅游交通、旅游线路、旅游资源的相关概念，并能根据考

核的不同要求对中国旅游地理及七个旅游区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做出正确

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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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旅游地理学相关理论，对中国旅游地理

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旅游地理学相关理论，对中国旅游地理

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或进行比较，并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模块一 旅游地理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模块学习，掌握旅游者产生的地理背景；重点掌握旅游资源的分类、

特征和保护；理解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掌握可持续旅游与环

境保护；掌握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特点；掌握中国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旅游客流地理

识记：①旅游者产生的地理背景的概念；②环境质量概念；③旅游决策概

念及其相关概念。

领会：①旅游决策影响因素。

简单应用：①地理背景激发旅游动机的原因。

（二）旅游资源

识记：①旅游资源概念；②旅游资源类型。

领会：①旅游资源地域性；②旅游资源破坏的原因。

简单应用：①旅游资源保护对策。

综合应用：①旅游资源分类；②旅游资源特征。

（三）旅游业地理

识记：①旅游业概念；②生态旅游概念。

领会：①可持续旅游与环境保护；②旅游业影响的三方面。

简单应用：①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

（四）中国旅游地理环境

识记：①中国自然地理环境概况；②中国人文地理环境概况。

领会：①中国旅游资源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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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描述。

三、本章关键问题

旅游客流、旅游资源、旅游地理环境等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模块

阐述了旅游者产生的自然地理因素、文化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环境质量因

素；介绍了旅游资源的概念、分类、特征和保护；分析了旅游业对区域经济、文

化、环境的影响，进而提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环境保护的措施；介绍了中

国的地理位置、疆域面积、地形地貌、水文、生物等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

民俗等人文地理环境，并分析了中国旅游资源分布的基本特征。

模块二 中国旅游交通与旅游线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模块学习，了解旅游交通的性质；掌握中国铁路线网布局；熟悉中国

国道和高速公路布局；掌握旅游线路的概念和设计原则；了解中国的主要旅游线

路。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国旅游交通地理

识记：①旅游交通概念；②旅游交通作用；③中国国道和高速公路布局。

领会：①旅游交通性质。

简单应用：①中国铁路线网布局。

（二）旅游线路设计

识记：①旅游线路类型；②我国九大精品旅游线路。

领会：①旅游线路的概念；②旅游线路的设计原则。

简单应用：①旅游线路设计。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模块介绍了旅游交通的概念、性质以及中国的各种旅游交通情况，分析了

旅游线路的概念和设计原则，并介绍了中国主要的旅游线路。

模块三 中国旅游资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模块学习，掌握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主要类别及代表性景区景点；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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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中国主要自然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旅游价值与分布状况；了解中国主要自然

旅游资源的形成原因及其构造特性；了解中国人文旅游资源的主要类别及代表性

景区景点；熟悉中国主要人文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旅游价值与分布概况；了解

中国主要人文旅游资源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类型结构；熟悉中国的世界遗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国自然旅游资源

识记：①中国地貌类型、成因及其构造特性；②中国名山；③中国自然保护

区类型。

领会：①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主要类别；②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形成原因及

其构造特性；③自然保护区概念。

简单应用：①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特点；②中国地势、地貌特点。

综合运用：①中国旅游路线设计。

（二）中国人文旅游资源

识记：①中国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价值、分布概况；②中国古典园林概念；③

中国世界遗产。

领会：①历史遗迹概念；②世界遗产的类型和概念。

简单应用：①中国各类人文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和类型结构。

综合运用：①中国人文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②中国旅游路线设计。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模块介绍了中国旅游资源的主要类型，概述了中国自然保护区现状和中国

世界遗产的现状。中国旅游资源的类型丰富多彩，名山大川、云雾雨雪、佛光蜃

景、日月霞光、奇花异草等风光无限，历史古迹、古人类文化遗址、古都名城、

宗教遗存、古代建筑、古典园林、古今文化、民俗风情等丰富多彩，现代城市风

貌、人造景观，尤其是遗产类旅游资源，世界地位尤为突出。

模块四 东北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模块学习，了解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掌握东北地区主要旅游目

的地的位置和特点；重点掌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和国家级重点风景

名胜区；能够设计不同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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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东北旅游区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二）东北三省

识记：①三省各自区位及自然、人文环境资源特征。

领会：①三省主要旅游目的地位置与特色；②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③沈阳故宫；④盛京三陵。

简单应用：①三省各自精品旅游线路。

综合应用：①东北旅游区旅游线路设计。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模块介绍了东北旅游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地理环境特征以及三个旅游亚

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和精品旅游线路。本区地处我国东北地区，是我国东北亚对

外开放的窗口，区内有典型的火山熔岩地貌、茫茫的林海雪原、漫长的国境线、

曲折的海岸线，冰雪旅游资源独具魅力，海滨风情诱人，森林和动植物资源丰富。

这里是清朝的发源地、多民族的聚居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

黑土文化和乡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模块五 黄河中下游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模块学习，了解本区的地理环境特点；理解本区旅游资源的分布与特

色；重点掌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名胜古迹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能

够设计不同特色的旅游线路。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黄河中下游旅游区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二）黄河中下游七省市

识记：①七省市各自区位及自然、人文环境资源特征。

领会：①七省市主要旅游目的地位置与特色；②七省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名胜古迹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简单应用：①七省市各自精品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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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黄河中下游旅游区旅游线路设计。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模块介绍了黄河中下游旅游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地理环境特征以及七个

旅游亚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和精品旅游线路。本区是我国人文旅游资源最为集中

的地区，兼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建筑群，有举世瞩目的

万里长城，有中华五岳中的四岳，有世界地质公园北京十渡、河南云台山等，有

美丽的海滨秦皇岛、黄金海岸等，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山西五台山，有中国四

大石窟中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秦陵兵马俑等

等。

模块六 长江中下游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特点。理解并且能够设计不同

特色的旅游线路。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位置与特色，重点掌握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长江中下游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地区包含范围；②地区旅游资源特色；③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④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领会：①本区内六省一市的特征；②本区内六省一市的地理位置。

简单应用：①旅游区选择。

（二）主要旅游目的地

识记：①主要旅游景区名称；②旅游景区名誉；③旅游目的地景区位置。

领会：①旅游目的地特点；②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

简单应用：①旅游目的地选择。

（三）精品旅游线路

识记：①旅游线路的名称；②旅游线路的主题特色。

领会：①旅游线路设计方法；②旅游线路设计过程。

综合应用：①设计不同特色旅游线路。

三、本章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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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因此在设计旅游线路时，要在充分了

解地区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掌握地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位置和特点，清楚旅

游资源在地区内的分布，将文化融入旅游线路中。

模块七 东南沿海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东南沿海旅游区的旅游地理环境特征。掌握本区主要旅

游目的地的位置与特色。重点掌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和国家级重点

风景名胜区。熟悉本区重点旅游城市和主要旅游线路，并学会设计不同特色的旅

游线路。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东南沿海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地区包含范围；②地区旅游资源特色；③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④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领会：①本区内四省一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特征；②本区内四省一市和两

个特别行政区的地理位置。

简单应用：①旅游区选择。

（二）主要旅游目的地

识记：①主要旅游景区名称；②旅游景区名誉；③旅游目的地的地理位置。

领会：①旅游目的地特点；②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③旅游目的地的特殊

风貌。

简单应用：①旅游目的地选择。

（三）精品旅游线路

识记：①旅游线路的名称；②旅游线路的主题特色。

领会：①旅游线路设计方法；②旅游线路设计过程。

综合应用：①设计不同特色旅游线路。

三、本章关键问题

东南沿海旅游区有独特的文化、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和著名的侨乡，独特的地

貌等极富特色的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多样，在掌握旅游资源信息和线路设计时难

度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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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八 西南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本区地理环境特点。掌握本区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位置和

特色。重点掌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能够

设计不同特色的旅游路线。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西南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地区包含范围；②地区旅游资源特色；③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④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领会：①本区内四省的特征；②本区内四省的地理位置。

简单应用：①旅游区选择。

（二）主要旅游目的地

识记：①主要旅游景区名称；②旅游景区名誉；③旅游目的地景区地理位置。

领会：①旅游目的地特点；②旅游目的地民风民俗；③旅游景区的历史文化；

④旅游目的地的特殊地貌。

简单应用：①旅游目的地选择。

（三）精品旅游线路

识记：①旅游线路的名称；②旅游线路的主题特色。

领会：①旅游线路设计方法；②旅游线路设计过程。

综合应用：①设计不同特色旅游线路。

三、本章关键问题

云南旅游区内少数民族众多，因此在学习的时候，除了要掌握奇特的地貌景

观、山川景色、历史文化，还要了解区内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

模块九 西北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本区地理环境特点。学会合理设计特色旅游线路。熟悉

区内重点旅游城市和主要旅游路线。重点掌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和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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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西北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地区包含范围；②地区旅游资源特色；③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④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领会：①本区内一省三自治区的特征； ②本区内一省三自治区的地理位置。

简单应用：①旅游区选择。

（二）主要旅游目的地

识记：①主要旅游景区名称；②旅游景区名誉；③旅游目的地景区地理位置。

领会：①旅游目的地特点；②旅游目的地民风民俗；③旅游景区的历史文化；

④旅游目的地的特殊地貌。

简单应用：①旅游目的地选择。

（三）精品旅游线路

识记：①旅游线路的名称；②旅游线路的主题特色。

领会：①旅游线路设计方法；②旅游线路设计过程。

综合应用：①设计不同特色旅游线路。

三、本章关键问题

西北地区有大漠戈壁、冰川雪峰、草原绿洲、塞上江南、丝绸古道等独特的

景观，很多地区并不适合居住，平时接触的也比较少。此外，还有多姿多彩的风

俗民情。

模块十 青藏旅游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本区地理环境特点。掌握本区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位置与

特色。重点掌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能够

设计不同特色的旅游线路。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西南旅游区概述

识记：①地区包含范围；②地区旅游资源特色；③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④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领会：①本区内一省一自治区的特征； ②本区内一省一自治区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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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旅游区选择。

（二）主要旅游目的地

识记：①主要旅游景区名称；②旅游景区名誉；③旅游目的地景区地理位置。

领会：①旅游目的地特点；②旅游目的地民风民俗；③旅游景区的历史文化；

④旅游目的地的特殊地貌。

简单应用：①旅游目的地选择。

（三）精品旅游线路

识记：①旅游线路的名称；②旅游线路的主题特色。

领会：①旅游线路设计方法；②旅游线路设计过程。

综合应用：①设计不同特色旅游线路。

三、本章关键问题

青藏旅游区有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古老神秘的宗教文化和绚丽多彩的藏族

民俗风情，要着重学习宗教文化和高原景观。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

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中国旅游地理》（第二版），张锦华主编，高等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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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21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和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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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

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

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七、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

的偏题或怪题。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

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5.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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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我国五大淡水湖的巢湖位于（ ）

A．江西省 B．湖南省

C．安徽省 D．江苏省

参考答案：C

二、名词解释

1．旅游资源

参考答案：旅游资源是指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能被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一切因素。

三、简答题

1．简述黄山四绝。

参考答案：

黄山四绝分别是奇松、怪石、云海和温泉。

奇松指遍布峰壑的黄山松，是油松的一种。黄山松扎根岩缝，破石而生，傍岩而生，旗

形树冠，造型独特，姿态万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花岗岩山体的黄山，石景堪称中国一绝。老僧采药、仙人指路、猴子观海等，奇异怪状

的山石很多，无不形象而奇特，惟妙惟肖。

黄山自古云成海。满天的云雾和层积云所构成的云海，是黄山的奇特景观，也是黄山四

绝之最。云雾时间长，尤其是雨雪后初晴、日出或日落时，霞光灿灿的“霞海”最为壮观。

黄山温泉，源于朱砂峰，古称灵泉、朱砂泉，泉水温度保持在 42℃左右，久旱不涸，

久雨不溢。

四、论述题

1．试述武夷山景观的基本概括。

参考答案：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北部，在武夷山市区以南约 15km处，总面积约 70km2，包括武夷山

风景名胜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古汉城遗址和九曲溪上游保护地带四部分。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

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在世界同类自然景观中独树一帜。主要景观有“三三秀水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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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的九曲溪、“六六奇峰翠插天”的三十六峰、九十九岩等。九曲溪水碧溪清、折复绕山，

形成“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的九曲胜境。九曲溪边奇峰和峭壁林立，峡谷秀美，寺庙

众多，云海变幻无穷。

武夷山除了自然风光独树一帜，还拥有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也是中国古代朱

子理学的摇篮。199 年，武夷山作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具有地球上同纬度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亚热带原生性

森林生态系统，有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区内有大量稀有、特有的动物种类，如崇安髭蟾、

武夷湍蛙、白蝙蝠、黄腹角雉、中华秋沙鸭等，享有“世界生物之窗”“蛇鸟王国”“昆虫世

界”等美称，是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武夷山已被纳入联合国“人与自然”保护

区网。

武夷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山，曾是古闽族、闽越族聚居地，集闽越文化、理学文化、茶文

化、宗教文化于一体。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此居住 40多年，成为我国理学文化的中心源地。

现存大量与朱子理学相关的寺庙和 11世纪产生的书院遗址，如朱熹创办的寒泉精舍、朱熹

撰并书的“刘公神道碑”、朱熹墓、历代理学题刻等，道家称此为“第十六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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