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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向 2009年上海秋季高考地理卷有“三个不变”： 一是

联系生活实际与国内外“热点”的原则不变。这一原则是为

了更好地引导学生拓展视野，关注社会。试卷中有8题涉及生

活与社会“热点”：今年是我国建国60周年，有两道选择题

联系地理事物的变化，考查考生对基本国情的了解；联系世

博会场馆设计、上海青草沙边滩水库与东海大桥风电场建设

等事实，考查当前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所蕴涵的地理知识

；应用一则“浙江农民应对金融风暴到巴西从事农业创业”

的新闻，考查考生对世界地理与农业区位条件知识的掌握程

度；今年7月即将出现的日食壮观成为考查日月地关系的试题

素材；世界文学名著《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的探险、搜救

与遭遇等情节成为考查自然带知识的生动情境。 二是关注环

境与生态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不变。试卷涉及

这一主题的试题占了25分之多。比如，反映长江三角洲热岛

效应、咸潮侵袭、滩涂冲刷等环境问题的3道选择题，考查了

考生对区域发展中环境问题的认识与应对策略的理解。试卷

中要求考生对苏州等地“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

盾”提出建议、对桂林旅游业发展作出评价等等，均体现了

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地理问题上的重要意义。 三是源于课本又

不拘泥于课本的理念不变。试卷既重视课本中对地理知识与

技能的表述，但又不受课本的束缚，大部分试题的素材均不



是直接来自课本的。例如，湿地模拟实验、中英城市化水平

比较、苏州与徐州在区域发展及耕地使用方面的比较，都是

超出课本范围的，但解答问题所需的知识却是课本所涵盖的

。与往年试卷相同的是，设计1－2道“过程型”试题，即试

题中的部分新知识是刚接触的，例如“中英城市化水平比较

”一题中出现的“经济城市化”是考生没有学过的新概念，

试题给出了界定与解释，并提供了有关的统计图，要求考生

通过理解与分析，对城市化发展问题作出解答，考查考生在

一个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学习能力。 2、在“渐变”中凸显

地理学科的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地理学在研究

领域、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并对社

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科学探究产生重大作用。通

过高考，希望能引导教师学习地理新知识、新技能，创新地

理教学。今年试卷在“三个结合”中体现了这一变化趋势： 

一是将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有机结合起来。第12题巧妙地把

两方面的知识进行“嫁接”，要求考生联系地形、季风、降

水的知识回答日本不同地域径流量与补给差异的问题，联系

工业、城市、人口分布的地理事实分析太平洋沿岸地区水资

源紧张的原因，联系流域综合开发原则描述日本水资源管理

机构的工作等。第14题将瑞士的区域地理知识与系统地理中

的工业区位分析、逆城市化现象的判断相结合，展现了该国

的自然地理风光与人文地理特色。 二是将多种地理思维方式

有机结合起来。试卷突出了对地理思维的考查，相比往年试

卷：试题的思维“含金量”更高了，全卷中简答题比重明显

增加而填空题相应减少。试卷中考查的地理思维类型更加丰

富多样，包括列举、分类、说明、归纳、解释、分析、判断



、比较、建议、评价等。其中列举、说明地理事物的有2小题

，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瑞士馆的许多设计展示了瑞士的

自然与人文地理特色，诠释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

博会主题”；比较、归纳地理特征的有7小题，例如 “比

较1990年至2006年苏州和徐州耕地面积总体变化的共同性和

差异性”、“归纳日本河流的主要特征”；分析、解释地理

空间结构、联系及其地理规律的有9小题，例如“分析上海建

设东海大桥风电场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解释北印度

洋西南季风形成的原因”；评价地理资料、对解决地理问题

提出建议的有8小题，例如对徐州、苏州两地经济发展的建议

等等。这些试题的解答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考生地理思维的实

际水平，对加强地理原理性知识的教学也具有良好的导向作

用。 三是将一般表述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试卷更加重视对

考生表述能力的考查，同时也引进了一定的计量方法。现代

地理学研究往往用计量模型揭示各种地理事物的关系、预测

地理现象的发展趋势。第15题“中英两国城市化水平比较”

，提供了4幅地理计量图，要求考生从中发现现代城市发展过

程中经济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间、产业发展对人

口城市化贡献的量化关系，并作出逻辑严密、条理清楚、文

字准确的表述。这一思路将成为今后地理学科高考的趋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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