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轮复习阶段，面对地理等级考中鲜活真实的情境，考生需要快速完成试题情境与已学内容的“匹配”，

进而调用相关知识技能解决题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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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中的情境及其解读

1.情境的分类

地理等级考试题中的情境一般分为学术情境、生产

情境、生活情境三大类，下面结合近4年等级考试题中的

地貌内容对其进行解读，如表1所示。

表1 地理等级考试题中的情境类型

情
境
类
型

学

术
情
境

生

产
情
境

生
活
情
境

常见
资料形式

学术研究
的 数 据 、
过程或专
业图像

生产生活
过程中相
对常见的
图文数表

“地貌”典型情境

2020年第16题：
某校中学生赴长江上游支流大
宁河（重庆段）进行野外实习。
图为大宁河流域示意图。
概述该流域的主要地形特征。

2023年第3题：
数据中心建设应考虑低碳、安
全、清洁、水源等因素。图为某
区域景观示意图。
说明当地不宜修建数据中心的
地质条件。

2020年第14题：
2019年6月22日，世界园艺博览
会举办“乌干达国家日”活动。
该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布温迪国
家公园是濒危动物山地大猩猩
的重要栖息地。
判断乌干达是否受冰川侵蚀。

情境解读

“高起点、
低落点”与
日 常 理 解
认 知 有 差
异的情境

“中起点、
多落点”考
生 相 对 熟
悉的情境

“低起点、
多落点”
考 生 很 熟
悉 或 日 常
的情境

2.自然地理情境的基本解读方法

自然地理以自然地理现象及其演变为主要研究对

象，是一种基于野外考察实践的自然科学。无论是学术、

生产还是生活情境，均以自然地理现象为核心展开设问，

即“描述特征—分析成因—推演变化—建立人地关系”，

由此我们就可以对常见的自然地理题目的设问进行进一

步分类，如表2所示。

表2 地理等级考试题中自然地理题目设问的类型

问题类型

描述特征

分析成因

推演变化

建立人地关系

涉及内容

气地水土生等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征
（包括空间分布、时间变化）

自然地理特征的形成过程或原因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基于上述自然地理情境的基本解读方法，考生可以

尝试结合自身经历和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主动迁移应

用，通过“提问—探究—解决”的方式，巩固、检验自身核

心素养的达成情况。

二、“地貌”单元的复习策略

野外考察是自然地理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渠道，也

是自然地理研究的起点。以“地貌”单元为例，考生可以

尝试使用如下方法组织手中的考察资料：

小刘同学利用暑假前往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以

下简称为“苍洱地区”）进行野外考察，途中拍摄了一系列

的实地景观图、景点解说牌照片等材料。

1.筛选资料，再现情境

小刘同学尝试从地理学者的视角“还原”苍洱地区地

貌的研究过程，结合网上查询到的相关资料，他进行了筛

选和分类，并最终确定了和考察过程最为密切的一系列

资料，如表3所示。

表3 小刘同学对苍洱地区相关资料的分类

资料类型

景观图

地质剖面图

文字、数字

旅游线路图

地图

遥感图

等高线地形图

资料来源

实地拍摄

景区解说牌

手绘整理

网络查找

名称

苍洱地区沿途地貌景观图
苍山各种岩石景观图

苍洱地区地质剖面图

苍洱地区地质演化过程

小刘同学旅游路线图

苍洱地区古城分布图
现代城镇分布图

苍洱地区遥感影像图

苍洱地区地形图

2.立足情境，有效设问

依托上述资料，考生们可以思考，在收集到这些资料

后，你会提出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等级考中又会怎样

设问？

基于上述资料中最具地理学科特色的地图，小刘同

学首先针对各张地图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随后利用要素

叠加的方式，结合多张地图对问题进行修改、凝练，最终

进行了设问。如下图所示。

小刘同学基于苍洱地区相关资料提出的设问

实际上，为了更加贴合实际情境，小刘同学尝试以自

己的考察路线为线索，以“打卡”为具体任务，将各种资料

按照考察顺序进行了重新组合，渗透时间线索下苍洱地

区不同空间尺度地貌的差异与变化，全面认识苍洱地区

人类活动对地貌的影响。

3.聚焦问题，灵活应对

问题的大胆提出，一方面可以加强考生对生活地理

情境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还可以激发考生对情境本身

的深入思考。自然地理情境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相同的

自然地理原理在不同的情境背景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

果。在这里，考生应当格外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切忌脱离情境硬套“模版”

高三备考阶段容易陷入“模版”误区，面对陌生的试

题情境，考生总是下意识地和头脑中背诵的“模版”相匹

配，一旦比对成功，就会进入“模版”默写、复述的怪圈，

造成答题感觉良好而分数不高的情况。因此在问题解

决过程中，考生尤其要关注题目提供的情境素材，尤其

是区域自身的特征，切忌生搬硬套“模版”。

基于苍洱地区卫星遥感影像图，小刘同学试图推

测该地区“山湖格局”的形成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小

刘同学迅速与以往做过的题目或山地、湖泊的形成过

程“模版”加以比对，猜测苍山是由外力堆积、火山喷发

或地壳抬升形成的。随后他开始结合区域特征进行排

除：苍山主体为大理岩（变质岩），火山喷发、外力堆积

都无法形成变质岩，由此推知其为地壳抬升形成。同

时，云南大理地处我国横断山区附近，临近板块交界

处，地壳运动活跃，故苍山为地壳上升部分，地壳下沉

部分形成洼地，积水形成洱海。结合苍洱地区地质剖

面图，小刘同学发现苍山与洱海的地层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和连续性，具有明显的断裂下陷特征，进而确定了

问题的答案，即受地壳运动影响，地壳断裂抬升形成苍

山，下沉部分积水形成洱海。

（2）努力完善思维链条，“从情境中来到情境中去”

思维链条的完整与否直接关系着考生对情境解读的

深浅程度。考生要以情境素材为抓手，展开解读和分析，

在真实情境中调用相关原理，运用相关地理术语解决提

出的问题。从自然地理情境的基本解读方法来看，“描述

地貌特征”是问题产生的基础，可以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引发后续“分析成因”“推演变化”等问题的进一步思

考，最终指向人地协调，即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和当地人类

活动的内在联系。

通过地图叠加，小刘发现苍洱地区古今聚落的分布

存在明显差异，即古聚落主要集中分布在洱海西岸苍山

山麓，而现代苍洱地区的核心城市——大理则位于洱海

西南、南岸发展，由此展开探究。起初，小刘同学认为古

聚落分布注重地势平坦程度、水源丰缺状况、土壤肥沃程

度、自然灾害频次等特征，后又结合古代城镇的防御功

能，提出山前地区“易守难攻”的特点。而到了现代，山地

又成为了限制城市发展的因素，洱海西南岸、南岸土地更

为广阔，利于城市和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因此聚落出现

了转移现象。

基于真实情境的自然地理复习
——以“地貌”单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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