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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理理

明晰阶段问题 找准备考方向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刘一明

近年来，北京市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地理学科试题注重情境创设，突出对学科素养、关键能力的

考查，体现高考评价体系中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的考查要求，充分发挥试题的育人功能。本篇

文章以海淀区2023-2024年一模试题为例，结合学生在考试中暴露出的基础知识薄弱、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不足、思维固化盲目套用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的备考建议。

夯实必备知识 关注内在联系

学科知识是学科核心素养形成

的载体，素养考查的试题更加注重

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精准掌

握。备考后期，很多学生盲目刷题，

追求做题的数量和难度，往往会忽

略对学科知识的复习、巩固，导致基

础部分失分严重。因此，备考中考

生一定要重视学科知识的梳理、再

构，利用好教材和笔记，加大对学科

主干知识的复习，关注同一主题知

识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知识板块

整合下的核心概念。

【例1】 图为湘西某地平面地

质图（图略）。读图，完成7、9题。

7．洛塔台地最可能是（ ）

A.背斜山 B.背斜谷

C.向斜山 D.向斜谷

9．该区域地表水资源短缺，主

要原因是（ ）

A.降水量小 B.蒸发量大

C.下渗量大 D.河流流量小

【解析】 试题 7 结合地质剖面

图，考查地质构造的相关知识。考

生需要结合图例中提示的地质历

史时期，判断出岩层新老关系，由

此确定是背斜还是向斜。部分学

生遗忘背斜和向斜基本特点，导致

判断失误。试题 9 结合地表水资

源短缺的现状，考查水循环的相关

知识。部分学生没有联系图示喀

斯特地貌区的地质地貌特点，而是

单纯地认为湘西地处亚热带，气温

高，蒸发旺盛。以上问题的出现均

源自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和

理解不到位。

【例2】 新疆棉花机械化采收

可实现将棉花从棉秆上脱离，棉花

秸秆直接还田，并快速分离棉花与

棉籽。棉籽可进一步加工为棉籽

油、棉籽蛋白等产品，有效填补油

料、饲料供应缺口。简述以上举措

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意义。

【解析】 本题以新疆棉花采收

和棉籽加工为背景，考查粮食安全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此题的难点在

于棉花本身不属于粮食，要如何建

立棉花采收、棉籽加工与粮食安全

的关系。回答该问题，学生不仅需

要明晰粮食安全的内涵、保障粮食

安全的途径，还要清楚保障途径的

内在联系。棉籽加工为棉籽油、棉

籽蛋白等产品，可以增加油料、饲料

的供给，不仅可以减少以大豆为代

表的油料作物进口和对外依赖，还

可以减少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保

障粮食种植面积。

灵活运用知识 提高实践能力

备考后期，大部分同学的知识

基础已经扎实，欠缺的是如何透过

真实、复杂的问题情境定位试题所

考查的知识，并灵活运用相关知识

解决问题。要达到精准定位、灵活

应用的水平，考生要有意识地训练

提升，更需要对试题进行深度复盘

总结，形成清晰的问题解决思维路

径，并进行迁移应用。

【例3】 陶寺观象台位于山西

省临汾市(36°N，111°E)，是迄今

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精密天文观测

遗迹。观象台主体是一组扇形排列

的夯土柱，柱间留有观测缝隙。在

一些特定的日子，站在圆心位置的

观测点上，会看到日出时光线从某

个对应的缝隙中间穿过，以此来确

定节气。图1为观象台主体复原示

意图（图略）。读图，完成1、2题。

1. 该观象台确定节气主要是

根据（ ）

A.土柱影长 B.日出方位

C.太阳高度 D.日出时刻

2. 若在长沙(28°N，113°E)模

拟建设该观象台，则观测时间推后

的节气最可能是（ ）

A.春分 B.夏至

C.秋分 D.冬至

【解析】 本组试题以陶寺观象

台确定节气为背景，考查地球运动

的相关知识。从考查知识来看，本

题主要涉及到太阳视运动、昼夜长

短等内容，都是学生比较熟悉的基

础知识，但是从作答情况来看，两道

试题特别是第 2 题，完成情况并不

理想。第 2 题的主要问题在于“观

测时间推后”的理解，一部分学生没

能将“观测时间”与日出时间建立联

系，而在纠结与第 1 题中日出方位

的关系。一部分学生认为长沙一年

内观测时间推后，应该是昼最短的

时候，误选了冬至，而没能想到临汾

与长沙空间差异对观测时间的影

响。以上问题，均体现出学生获取

情境信息、调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不足。

关注情境信息 避免僵化套路

新高考背景下，地理试题基于真实的问题

情境展开，通过文字、区域图、统计图、照片等

形式呈现，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

的特殊性。很多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往往忽视

情境信息，习惯性地用自己记忆中的模板或者

相似题型的答案作答，思维僵化，盲目套用。

备考过程中，考生一定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

将试题呈现的图文信息进行圈画，对信息进行

学科化的转换、解读，回答问题时要结合获取

和解读出的信息。

【例4】 射阳依托资源优势积极推进新能源

产业发展，建设射阳国际海上风电产业新城。目

前，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已落户风电产业研究院、

叶片检测中心、新能源创新基地研发平台以及多

家新能源企业，并实现新能源发电并网。简述射

阳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

【解析】 本题以射阳海上风电产业发展为

背景，考查产业区位的相关知识，是很常见的一

类试题。很多学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能很好

地结合材料信息，写出了很多模板化的语言，例

如产业集聚、技术水平高、交通便利等。对于产

业集聚如何体现、技术水平为何高、交通便利是

否是主要优势条件，都缺乏深入思考。

【例5】 近年来，以气候资源条件为基础，南

疆部分棉区开展两年三熟种植制度的生产实践

和研究。下图为南疆常规棉花一年一熟与棉

花-小麦-棉花两年三熟种植模式对比示意图。

说明推行两年三熟种植模式所需要的农业

技术保障措施。

【解析】 本题以南疆棉花两年三熟种植模

式为背景，考查了农业生产技术等相关知识。此

题需要将两年三熟模式与一年一熟模式进行对

比，找出两年三熟模式的突出特点，并以此为基

础，分析其需要哪些农业技术作为保障。很多学

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深入挖掘试题信息，

只关注了两年三熟模式，应结合新疆的区位特

征，提出轮作、休耕、水利工程、机械化等农业技

术保障措施。

借助综合性试题 提升学科思维
近年来，北京市地理等级考，出现了一类新

题型——论述类试题。该类试题具有较强的综

合性、开放性和探究性，鼓励学生自主建构，提出

观点，激发创新思维，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搭建展

现地理素养的平台，覆盖知识多，能力要求高，是

对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全面考查。部分学生面

对这类问题往往无从下手，或者回答问题时视角

单一。回答该类问题时，同学们一定要耐心思

考，充分挖掘试题信息，拓展思维，从不同角度进

行论证，同时要回归基础，及时复盘总结。

【例6】 至 19世纪末，冰岛大部分原始桦树

林已消失。20世纪70年代，政府启动大规模生态

系统恢复工程。下表为工程主要措施。（注：豆科

植物具有固氮作用，可通过根部吸附土壤中根瘤

菌从而将大气中氮气固定为植物可利用的形式）

论述该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合理性。

【解析】 本题以冰岛桦树林区生态系统修

复为背景，考查学生对于生态环境主题的综合理

解。回答本题，学生需要结合表格的信息，按照

“论据（资料引用）+论证（分析）+论点（结论）”的

学科逻辑，从侵蚀程度、植被覆盖率、技术措施、

生物措施等角度，论述生态修复措施的合理性。

回答该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基于表格信息确立

论证角度。

两年三熟

一年一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