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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理理

1.总结自己的知识漏洞

考生要分析每一处错误失分的原因。我们最常见

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础知识的漏洞或者对基础

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

（1）对自然地理主要的原理理解浮于表面，甚至未

掌握部分原理。在考试中，考生会发现哪些是由于基

础知识理解不透而导致错误，哪些是由于基础知识不

熟练导致做题速度慢。

（2）对诸多细节的知识掌握不够好。考生平时总

关注主干知识，很多细节知识点难以筛查出来，而通过

考试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例如“一天中最低气温常出

现在日出之前”“热岛效应往往冬季高于夏季”“一般月

均降水量大于100mm属于多雨”等细节。

【例题1】 读以下图表资料，描述甲地气候特征，

分析其成因。

甲
地

气温

（°C）
降水

（mm）

1月

13.6

90.1

2月

14.3

93.3

3月

12.1

98.9

4月

10.1

143.3

5月

8.8

234.1

6月

6.7

223.8

7月

6.8

228.7

8月

6.6

208.5

9月

7.8

145.9

10月

9.6

120.9

11月

11.6

119.1

12月

13.4

103.1

很多考生将甲地判断为地中海气候，因为看到了

其似乎具有“雨热不同期”“降水季节变化大，7 月（冬

季）多雨”的特点。因此在解释成因时就使用了“副热

带高气压带和盛行西风带交替控制”。这部分同学

显然没有掌握地中海气候和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本

质。地中海气候的夏季是炎热干燥的，而甲地夏季

既不炎热（最热月均温 14.3℃），也不干燥（月降水量

90mm）。深入理解基础知识的本质，甲地 1 月份的

气候特征应当描述为温和多雨。因此很多考生对基

础知识的理解不够透彻，浮在表面，只看到了“披着

地中海气候外衣”的表面，也没能落实“非典型的温

带海洋性气候”的本质。

同时，有些考生对知识细节掌握不够。例如降水

量多少的划分，从数值上来看比较模糊，具有相对性，

但一般月均降水量达到100mm，可以认为降水丰富，而

在温带海洋性气候区，月均温较低，蒸发弱，月降水量

在50mm就比较湿润，因此本题中月均温13.6℃时降水

90mm，气候湿润。对知识的细节，考生平时要有积累，

这些细节都是考生调动正确基础知识的重要参考和辅

助信息。

通过月考，考生要能发现、找到、总结自己在基础

知识上存在的薄弱点，才能在后续的复习中找到针对

性的靶向目标。

2.分析答综合题的失分原因

综合题答题中考生常有以下感受：

（1）不能有效解读情境、挖掘图文资料，难以理解

出题意图、调动准确的相关知识，写了很多不是答案的

采分点；

（2）不能用地理专业术语有效表达思维过程，答题

不规范；

（3）答案答不全，答题逻辑性差，思路不清晰。

【例题2】“穿越魔鬼海峡”。我们从乌斯怀亚乘船穿

越德雷克海峡。这段航线穿越风浪巨大的西风带，船体摇

晃非常严重。简述南半球西风带的形成原因。

对于这道题，考生要先理解题意，需分析的是

“西风带形成的地理原理和过程”。但是部分考生理

解成了“南半球西风带风力强的原因”，将原因归结

为南半球海洋面积大、西风强盛、风浪大，出现审题

错误。在审题正确的基础上，要有地理专业术语和

完整的思维过程。完整的表达是“该地位于副热带高

气压带与副极地低气压带之间，受水平气压梯度力影

响，风从副热带高气压带吹向副极地低气压带，在地

转偏向力的作用下，（左偏）形成西北风”。思路可以

总结为“位置-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西

风”。但是很多考生答题时首先缺少第一步“位置”意

识，其次是不能写出风形成的直接原因关键词——

水平气压梯度力。

其实，这里需要考生把脑中分析风向的每一步

思考过程都落实成专业术语，例如全球气压带风带

分布图，画南半球风带时，肯定要先看该地是哪个纬

度带，才能判断其两侧的气压带和风带；接下来是画

出两个气压带之间的水平气压梯度力，然后会考虑

地转偏向力形成最终风向。画风向的过程，在脑中

是有逻辑的，而地理语言表达只需要把思考的每一

步变成文字，从开始思考的第一步就落实在语言

上。把握这样的原则，就会提高作答逻辑性，让思维

链变得更完整。

高三的每次考试，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考生可以利用考试提升和修正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节奏。阶段性月考，是

让考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学习策略的好机会。

学会利用月考调整复习方法和节奏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教师 刘 珍

1.利用新教材，深入理解基础知识

新教材中，地理原理、地理过程等描述非常专业、

细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考生应充分利用好手中的

教材。建议考生每天上课后、完成作业之前，用 10 分

钟时间将当天学习的内容对应教材章节细致通读一

遍，阅读的过程中注重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专业术语

的圈画记忆。而月考中反映出自己的知识漏洞、理解

不深入、不熟练的基础知识，更是要重点反复阅读相

关教材内容。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是提高成绩的关

键措施。

2.大处见知识结构，小处见知识细节

如何筛查自己的基础知识是否有漏洞？如何积累

知识细节？建议考生每一专题复习结束后，构建专题

知识结构，例如“地球上的大气”“地球上的水”专题。

即便知识结构参考书上有，但也要自己构建。构建知

识的过程，可以考查自己对本章节知识的理解是否深

入，是否能明确各知识间的关联。自己构建后可以和

老师或者参考书的知识体系进行对比，看是否有遗

漏。这样有助于培养考生的综合思维，也有助于考生

认识各部分知识的本质，做到灵活调用。此外，很多知

识细节教材上并没有，但老师会讲，练习题中也会出

现，建议考生将一些知识细节，补充在课本或笔记本的

留白处，定期复习查看。

3.从思维到地理语言——综合题答题综

合性、逻辑性针对性训练

如果考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答

题的综合性、逻辑性问题，建议提高完成综合题练习作

业的质量，或给自己加练一问综合题。要提高综合题

答题的质量和要求，首先是构建答案思路，要把自己眼

睛看到的信息和思考该问题的每一步都落实成专业的

地理语言，书写答案之后再问问自己的思维链是否还

可以增加环节？位置、气地水土生、人口、聚落、产业、

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还有哪些可以继续分析？

自己写出的每一句话有什么依据、是否都因果对应？

其次，建议考生分析参考答案的思路，与自己的答案相

比，有什么优点？

仍然以例题 1 为例：达尔文在南美洲考察期间，

在丁地看到热带雨林景观，说明其成因。我们可以用

倒推的方式，写出思维链：热带雨林气候，要求的是全

年高温多雨，该地是否全年高温？通过纬度位置，看

到其位于热带区域，可以判断全年高温；该地是否全

年多雨？同学们需要调动大气环流的知识，根据气压

带风带分布规律，得到该地位于东南信风带，这里的

东南信风是否有遇冷凝结成降水的条件？观察该地

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考生可知该地以高原为主，沿海

有狭窄的平原，东南信风有地形抬升的条件。此外，

按照位置-气地水土生自然要素考虑，还有“水”这个

要素，沿岸有暖流增温增湿的作用。

由此，考生把这些思考的过程按照顺序整理成地

理语言，就得到答案：丁地地处低纬，全年气温高；位于

东南信风迎风海岸，沿岸有暖流，降水丰沛，形成了热

带雨林气候和热带雨林景观。在这个答案里，每一个

结论都有依据，每个结论要找到地理依据，就会提高答

题的逻辑性；在这个答案里，考生综合考虑了地理位置

和各地理要素，将自己提取到的信息和思考过程都落

实成地理语言，就会提高答题的综合性。

希望各位考生，能充分利用每一次考试，发现自己

在基础知识、答题逻辑性综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

调整复习方法，进行针对性练习，有的放矢，提高复习

效率和成绩。

调整复习方法 积极解决问题

通过考试发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