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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C_81_E5_8C_BA_E9_c65_283758.htm 四省区试题存在的

共同特点 试题内容覆盖面广，考试难度有所降低。和往年相

比，今年广东、山东、宁夏、海南四省区的高考地理试题知

识点覆盖面很广，但难度没有大起大落，在平稳中略有下降

，没有偏题或怪题，着重考查地理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试题强调“以能力测试为主导”的基本取向，充分体现

了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注重考查考生的地理学习能力和学

科素养”的考核目标与要求，尽量避免死记硬背式的试题。 

例如广东卷，全卷以中等难度题为主，整卷难度比2006年有

所下降，考试内容覆盖了考试大纲规定的全部必考内容。值

得注意的是，试题没有牵涉到任何一个版本教材上的具体案

例，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 图表形式多样化，注重考查读图

能力。图表是地理学科的基本表达方式，从四省区高考地理

试题来看，图表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且呈现的形式更加多样

化。广东卷共有32幅图表；海南卷共有17幅图表；山东文综

卷地理题目共13道，其中图表达17幅；宁夏文综卷地理题目

共13道，图表共9幅。图表类别涉及曲线统计图、柱状统计图

、扇形统计图、过程示意图、原理示意图、等高线图、等压

线图、等温线图、城市规划图、地质剖面图、普通地图、专

题地图、三角坐标图，还有各类过程统计表或区域比较表格

等。 试题中的图表不但形式多样，而且注重图表信息的组合

。例如区域图与局部图的组合、景观图与文字材料的组合等

，这些都对考生运用图表获取地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一方面要能够根据地图叙述地理事像和特征，进行分

析和判断、归纳和总结，另一方面还要求考生能够对图表信

息中的隐性信息进行提取和对无效信息进行排除，进而得出

正确的结论。面对纷繁复杂的图表，考生要从“读会图”转

变到“会读图”，掌握好读图方法。 题材时代感强，体现地

方特色和社会热点。人地关系和环境问题是地理学科永远的

热点，今年四省区地理试题在材料选取、情境设置等方面都

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热点的“新

材料、新情境”为载体，以当前的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为

中心，以区域环境为背景，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

素养，引导学生关注生态、环境、社会、民情，体现学以致

用、体现培养学生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价值。

试题取材广泛，不仅增加了试题的可读性，而且实现了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有机结合，较好地

体现了新课程理念。 试题综合性强，注重对考生思维层次的

考查。教学目标可分成六个层次，即知识、领会、运用、分

析、综合、评价。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学习过程，即认

知性思维理解性思维评价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相应地，地理

考试大纲中考核目标与能力要求也有四点：“获取和解读信

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述事物”以及“论

证和探讨问题”。 学习的层次性决定了考查的层次性，

在2007年地理高考中，地理新课程的一些理念正在逐步凸显

。探究是新课程理念的核心之一，这一理念在四省区试题中

的非选择题部分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广东卷的第32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云贵高原区域特征分析，问题设置如下： (1)根据

图16，在________m之间的地域，人口密度与海拔增加呈明



显正相关关系。在图中所示的5个海拔区间中，与人口密度负

相关最明显的是________m的区间。(4分) (2)根据表2可知，G

省农业人口密度与地形坡度呈显著负相关的两个坡度范围

是________和________；在这两个坡度区间内，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填正确项字母)。(5分) A.土地开

垦过度B.环境(植被)遭受破坏C.降水丰富D.修建梯田E.地表崎

岖 (3)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如果建设同等级的高速公路，单

位里程造价最低的地区是(填正确项字母)。(2分)A.云贵高

原B.珠江三角洲C.华北平原D.山东丘陵 (4)分析云贵高原经济

发展的优、劣势条件及其对策。(7分) 从问题的设置中，看出

第1、2小题主要是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主

要读懂图表，便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第2小题的最后一问水

土流失的成因和第3小题影响高速公路造价的自然因素在材料

里没有答案，要求考生将所学知识与试题的形式和内容建立

正确的联系，分析然后得出正确结论，显然是考查考生“调

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第4小题分析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的优

、劣条件，考查学生能否知道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地形

条件、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交通因素等方面去分析，要求

考生能准确、辩证、历史地对事物进行描述和阐述，体现了

“描述和阐述事物”的能力。最后为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

出对策，是对考生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考生运用地理事实

材料简要地推导或定性地说明或解决地理问题，在回答这一

问题的过程中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发散性思维和求异思维得

到充分体现，实为考查“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类似的

题目设置在其他三省区的试卷中同样得到体现。非选题部分

材料多取材于生产生活实际，设问角度灵活多样。要求考生



拓宽思维和知识延伸，多角度全方位思考。答案增强了开放

性，评分说明鼓励考生创造性地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问题难度由浅到深，考查思维由低级到高级，从而使考试

保证了区分度，较好地实现了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这一功能

。 新高考对地理教学的启示 高考既是选拔性考试，也是能力

检测考试，2007年四省区的地理高考将引导高中新课程改革

向正确的方向继续推进。 夯实基础、重视主干知识学习，强

化知识的内在联系。知识是能力的载体，没有厚实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尤如“空中楼阁”。地理

教师在指导学生备考时，一定要善于归类、比较、整合，找

出地理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关系，分解细化复杂的知识点，打

好章节过关的基础。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地理基础知识，这样

才能以此为生长点去获取更多的知识，构建出知识网络，才

能运用这些原理和规律去解决千差万别的实际问题，才能够

进行创新。 重视和加强学生读图、析图能力的培养。现代高

考对考生空间思维和读图能力的要求正在日益提高，因为地

理图像作为地理学科的基本表达方式是其他文字无法替代的

。高考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地图叙述地理事物图像和特征，并

能够利用地图进行分析和判断、归纳和总结，进而得出正确

的结论，对考生运用图表获取地理信息能力的要求提高了，

充分体现了图像语言在地理学科的重要性。 同时，在地理考

试中，世界地理区域特征的表现、地理情境的设置、地理问

题的提出，等等，都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区域图、结构原理

图、等值线图、景观图来表现。这就要求教师要加强对学生

读图、析图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快速、全面、准确地获

取图形语言形式的地理信息，包括判读和分析各种地理图表



所承载的信息，准确和完整地理解所获取的地理信息是解题

的重要前提；阅读地理图表时，要能够正确理解图表表述的

地理信息的含义，进行逻辑推理和综合判断，找出图中所蕴

含的地理事物或现象的原理和规律；对于图表中的数据，要

从定量的分析中抓特征、找规律，提取有效信息，并能进行

定性阐述。 注重方法，突出能力的训练和培养。高考地理的

命题指导思想是“以能力测试为主导，考查考生所学相关课

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广东卷第31题至第37题的综合

题，都要求考生具备从图表中获取地理要素和定量关系的能

力；以及运用地理，结合区域实际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海南卷第21题，要求考生应用统计资料来分析问题

，但考生的能力还十分有限，部分考生在答题中只罗列统计

数字，没有结论，或者只用统计数字把结论说错了而失分。 

就地理能力而言，最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地理图表、地

理信息处理、地理思维和区域地理分析等能力。地图是地理

学的“语言”，学习地理的工具，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及时对

各种地图、图表运用的特点、规律和方法进行归纳，养成以

地理图表辅助记忆进行思维的习惯，学会图文互换、绘制简

单的地理图表，从图表上准确、全面、有效地提取显性和隐

性的信息，以培养自己的读图析图、综合运用地图能力；引

导学生在平常的学习、复习中注意进行学科内知识综合，将

不同章节的材料、图表、知识点进行前后联系或合并重组，

使知识在迁移过程中自然延伸。文科综合中也要注意地理与

政治、历史的交叉点和切入点，在做每一道跨学科综合题时

，多思考运用不同科目的知识生长出延伸知识，多角度思考



并解答，以培养获取延伸知识、综合分析能力。 重视区域地

理的学习，强化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从高考命题者的角度

来看，区域地理是实现高中与初中地理、人文与自然地理的

最好结合点，是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进程中的重大

问题、展示我国热点地理事物和图像的最好平台，是考查学

生运用地理知识分析、阐述、评价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最好载体。 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地理考试

大纲在必考内容的陈述上改变原来按课本内容的编排，取而

代之的是“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从中可以看出区域地理在现今地理高考中的地位。近年

从高考地理阅卷得分统计来看，考生区域地理试题方面失分

现象严重，有的甚至因为某一区域地理基础知识薄弱，导致

“全题覆没”。在高三地理复习中，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区

域地理知识的复习和区域定位的训练。 正确处理三大关系。

一是地理原理、规律与区域地理的关系。在复习系统地理与

区域地理时，不能脱离区域地理而复习系统地理，因为区域

性是地理学科的基本特性之一，任何系统地理知识只有落实

到某一区域内才能得以分析和解决，丢开区域地理，系统地

理只能是“空中楼阁”。也不能脱离系统地理，纯粹复习区

域地理，否则区域地理的复习就太肤浅，复习效率低，也不

能达到高考复习的要求。二是教材知识点与社会热点的关系

。处理教材知识点与社会热点的关系时，重心应放在教材主

干知识的复习上，适当关心社会热点问题，学会运用教材主

干知识分析热点问题，而不是盲目地阅读众多的资料和阅览

纷繁的新闻。三是高中地理教学与高考的关系。高中地理教

学与高考在目标、过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高考



的试题设置、解答与高中日常教学过程的学习、研究方式之

间也不相同。 高中地理课程的总体目标是要求学生初步掌握

地理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获得地理基本技能，发展地理思

维能力，初步掌握学习和探究地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手

段；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

观和可持续发展。教学必须面向全体学生。 高考面对的是选

考的考生，考试要符合选拔的规律与要求，考试大纲说明不

可能涵盖课程标准规定学生掌握的所有内容，也不会超越课

程标准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因此，日常教学不能以考试大纲

说明替代课程标准，否则课程改革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一

方面加重学生负担，另一方面又使课程标准的培养目标虚化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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