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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梅 夯实基础构建体系 高考命题的立意是能力，但没有扎实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就不可能构建起能力的“殿堂”。

高考地理试题往往不以教材的知识为切入点，而是用新材料

，营造新情景，设计新问题，但其知识和原理仍源于课本，

且要求考生解答的专业术语也要依据课本。因此，夯实基础

十分重要。通过精读、分析教材，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

梳理知识，掌握基本概念和关键词语的含义，准确把握主干

知识，从而构建知识体系。 注重基本原理和规律 (1)掌握自然

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 自然地理是以自然地理要素的物质运动

和能量交换为核心，揭示基本的地理过程，阐明自然环境自

身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传达自然环境是生存和发展之

本的观念。高考主要选取能反映地理学科面貌及分析和研究

方法的内容，立足于考查地理学科的基本知识、原理和规律

，特别强调学习地理的基本意识是空间概念的建立和对区域

特征的认识。 所以自然地理的复习关键是根据高考《考试大

纲》，理解各自然要素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的基本原理和

规律，只有地理原理和规律理解透彻，才能顺利解题。 如自

然地理知识首先要理解运动规律，如地球运动、大气运动、

水循环、生物循环、地壳物质循环、地壳变动规律等，要搞

清楚“为什么会运动”、“怎么运动”；其次要掌握分布规

律，如正午太阳高度角的时空分布规律，昼夜长短的时空分

布规律、降水的时空分布规律、气候类型的分布规律、自然



带的分布规律、火山、地震带的分布规律，要搞清楚“为什

么这样分布”、“怎样分布”。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这些运

动规律和分布规律，如太阳直射点的移动与正午太阳高度、

昼夜长短的变化有联系，也和气候的成因、河流的汛期有联

系。所以，对知识要进行整理加工，在头脑中构建起知识的

联系线索和网络系统是深刻理解地理原理和规律的关键。 (2)

重视地理原理和规律的归纳 对教材中的地理特征、地理成因

、地理演变、地理规律等基本知识要注意归纳，以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等值线图的判读内容之一是：若

是等温线图，首先判断南北半球是解题关键，如果数值自南

向北递减则为北半球，反之则为南半球；接着按等温线弯曲

方向判断冷暖；分析成因若因海陆差异形成必须考虑季节，

若因洋流形成必须考虑寒暖流，还可能由地形形成。若是等

压线图，等压线凸向高值是低压槽，反之是高压脊。若是低

空的等压面图，等压面凸起的地方是高压，气流下沉，等压

面下凹的地方是低压，气流上升。 (3)突出基本原理、规律的

实际运用 复习中不仅能把学到的基本原理、规律等应用于实

践中，以此来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提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从多角度、多层面、运用多种知识和

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比如，以热力环流为例

分析说明热力环流是大气运动最简单的形式，即由于地面冷

热不均形成的空气环流；运用原理，绘制相关的热力环流图

，对比分析几种常见的热力环流即由于海陆热力性质不同、

山谷山坡冷热不同、纬度位置、人类活动等都有可能导致的

海陆风、山谷风、城市风等；这样加深对热力环流原理的理

解，从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运用热力环流



的原理分析三圈环流的形成原因及对气候的影响等。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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