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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部分较之2003年的《考试说明》改动较多。基本原则

是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水

平，在内容的描述上更加科学、准确。主要改动集中在自然

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 自然地理和地图部分，共有5处

改动。 ①在“日地关系”部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之前，增加了“太阳系概况”几个字，把隐含的内容表述得

更加明白；②将“太阳能量的来源及其对地球的影响”一句

改为“太阳能量的来源”，使之更加符合教材内容；③删除

了“宇宙环境”中的“宇宙环境保护”部分。因为目前人类

还谈不上保护宇宙环境的问题，如果仅把大气高层说成是宇

宙环境，则很不准确；④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

部分中，删除了“地理环境整体性”，因为地理环境的整体

性和差异性是密不可分的；⑤在地质灾害部分中，以“主要

地质灾害”取代了原来的分项表述，把考核内容放宽，以避

免分项表述时造成的片面强调某几种灾害的倾向。 人文地理

部分共有8处改动。 ①在“农业区位因素”部分，将“农业

发展与区位的关系”替换为“影响农业发展的条件”。因为

区位论对于分析点状分布的地理事物具有一定说服力，而对

于片状分布的地理事物则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加以说明和解释

。因此，在农业问题中强调区位，有点“泛化”的味道，使

本来简单明了的问题复杂和抽象化了； ②在“人口数量与环

境”部分，将“人口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改为“人口数量与



环境的关系”，把“人口发展模型形成”替换为“人口数量

增长”。这两处变动均是为使表述更加符合教学实际； ③在

“聚落的形成”中把“乡村、城市起源的历史条件”替换为

“乡村、城市的起源及发展”。进行这种替换基于的事实是

：人类社会诞生初期，聚落的形成主要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那个时期还基本没有“历史条件”可言。同时删除“世界

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 ④在“城市的区位”部分，用“城

市发展”替换了“城市区位”的提法； ⑤“城市化”一节将

题目直接改为“城市化及其进程”，删除了“城市化的标志

，不同类型国家城市化的不同进程”； ⑥“世界经济地理格

局”中，原“区域发展中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和作用”表述不

顺畅，改为“经济全球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⑦在有关环

境的表述中，将“环境问题及其发展”改为“环境问题的产

生”，将“环保事业”替换为“环境保护”。这表明在中学

地理教育中不可能讲解关于环保事业的全面内容，而只能讲

解其中关于环境保护的部分； ⑧把“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发

展”改成“人地关系的演变”。因为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涉及

的仅仅是人地关系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人地关系思

想的形成等学术发展方面的问题。 除了以上两大部分的变化

外，中国地理的“国土的整治与开发”部分也有两处主要的

改动。①鉴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河流综合治理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所以，把强调正面意义为主的表述改为客观性表

述，即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河流综合治理的意义，以

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改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河流综合

治理”；②有关商品农业的部分，除了文字的梳理外，将“

发展方向”改为“发展趋势”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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