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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大纲》与2006年保持一致。试题将保持平稳，继续强调对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在复习的最后阶段，应该重点

审视三大关键问题，通过总结加以提高。 归纳区域分析方法 

图上游世界和中国 地理空间能力是高考的重点和难点，经常

观察和使用地图应该成为学生的一种习惯。例如，我们可以

设定一条图上游世界的路线，并思考沿线地区地理事物的分

布及其规律和成因问题。 路线一：波罗的海（盐度）北海（

渔场、石油开采）英吉利海峡（港口建设）直布罗陀海峡（

密度流）地中海（气候与农业）苏伊士运河（交通）红海（

盐度）北印度洋（热带季风和季风洋流）马六甲海峡（交通

）中国、日本。在这条路线上还要分析大陆西岸和东岸气候

类型、自然带的更替及其成因。 路线二：沿中国铁路作旅游

，分析各地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游世

界，构建地理知识联系线索。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并不是孤

立存在的，如果不注意把它们“组织起来”，就会感到头绪

太多，难以记忆；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觉得容易

掌握。比如，从地图上的大洲和大洋的地理分布来看，可以

总结这样的规律和线索：板块构造的边界全球地震和火山带

的分布各大洲的地形分布和海底地形某些矿产资源的分布等

。又如，研究七大洲四大洋可以从以下线索入手：气压带风

带分布洋流分布气候类型分布自然植被分布自然带分布全球

土地利用分布主要农作物分布等；除空间分布的联系外，还



有季节或时间变化也是联系线索，如地球自转与公转赤道平

面与黄道平面黄赤交角太阳直射点的有规律移动昼夜长短与

正午太阳高度的季节变化四季的形成气候类型的季节特征农

业生产活动、河流的水文特征、自然景观的季节变化对人类

活动的影响等。 总结核心知识点 强化主干知识 地理知识规律

性很强，一些主干知识的分析问题思路需要通过总结归纳来

加强认识。 例如，自然地理部分应该把握下列十个核心知识

点的分析思路：（1）某区域气温、辐射特点及成因；某区域

降水特点及成因；（2）某区域气压和风的状况；某地天气变

化及其原因；某区域热力环流及其变化；（3）某区域季风特

点及其成因；（4）某区域气候类型及其成因；（5）某区域

的地形特征；某区域地貌特点及其成因；（6）某区域水资源

状况及其原因；某一河流的水文特征；某河流补给状况及原

因；某区域水能丰富的原因；（7）某区域土壤特点及其利用

；某区域的自然带特征；某区域的自然特征；比较两地自然

环境的差异；（8）某海域海水性质及其原因；某海域海水运

动特点及原因；某渔场的形成条件；（9）某种资源的分布和

利用状况；（10）某区域自然灾害类型及其原因；某区域的

环境问题及其解决等。 分析命题思路 提高解题能力 从高考地

理命题思路来看，主要有再认再现知识、变换情境考查迁移

能力、案例变化考查分析方法、快速学习考查新知四类。每

一类命题的要求不同，教师在指导学生复习时要有针对性地

采取对策。 虽然地理高考对记忆能力的要求有所减弱，但高

考试题中仍有一部分内容，重点考查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的

掌握。学生答题时的主要思维过程是再认再现，其核心能力

是记忆能力的考查。 地理知识庞杂，记忆基础知识需要落实



到地图上。教师要善于使用各种方法，进行基础知识检测，

判断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知识结构。在高三阶段，地理常识

也就是地理事实和地理数据的掌握，应该由学生自己阅读教

材落实。教师可以将主要的地理概念、地理规律与原理作为

方法进行归纳。 高考试题通常通过变式图和新情境图或材料

方式，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变式图是指考试中的图像

对教材中的图像作了变化。例如，对教材中的能源消费构成

图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加以互换，或者将图像变为数据表格等

，以考查学生的能力。 新情境试题是指在考试时，提供了教

材中所没有的图像或图表，但学生可以根据学过的内容和方

法加以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案例法是地理学习的重要方

法，也是高考重要的考查方法，应当引起教师和学生的重视

。 快速学习掌握新知，是考生应当面对的新问题。高考可能

会考到教材中没有的知识点，但是试题中提供了足够的说明

材料，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理解。新知识大多数与社会热点

以及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有关，具备一定的知识有助于

理解力的提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