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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设问指向 明晰答题思路

首先，深入思考问题要求，仔细阅读题目的行为动词、
所涉及的关键词与概念，以便准确理解问题的意图。接着
构建答题思路，根据问题特点理清思路，思考答题的主要
观点和逻辑框架，以确保答案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例题】 河套灌区年引黄河水量占黄河过境水量的七
分之一。下图为河套灌区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河套灌区
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纳了河套地区90%以上的农
田排水。在河套灌区，引黄河水灌溉—农田排水—乌梁素
海调蓄净化—退水进入黄河，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

问题：说明乌梁素海在排灌系统中发挥的生态作用。
【分析】 同学们首先要明确问题的指向与要求，通过

对问题的深入分析，有助于定位试题所考查的核心知识
点。对于“说明乌梁素海在排灌系统中发挥的生态作用”
这一问题，大家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应答域 乌梁素海

位置：黄土高原、河套灌区、南部
有库布齐其沙漠

性质：淡水湖泊

问题
指向

排灌系统中
的生态作用

排灌系统：引黄河水灌溉—农田
排水—乌梁素海调蓄
净化—退水进入黄河

生态作用：湖泊的生态效益

深挖材料信息 做到解读到位

首先，仔细阅读材料。考生需要仔细阅读地图、图表、
数据等信息，理解材料的内容、来源和意图是解题的第一
步。图例所示的灌溉渠道，考生需要解读其作用，即引黄
河七分之一水到农田。而排水渠道是将农田排水排入乌
梁素海，乌梁素海最后退水到黄河。

其次，认真审视细节。考生应仔细关注材料中的细节
和关键信息，例如数字、标签、颜色等，这些细节通常包含
着重要的地理信息，也能够帮助大家更精准地解读地理信

息。图中所给的海拔高度，可以帮助考生明确灌渠、黄河
和乌梁素海之间的水体联系。

深厘基础知识 做到准确调用

一是要联系所学知识。地理等级考注重考查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与灵活运用，厘清核心概念和基本
原理是灵活调用知识的前提。对于该试题，同学们需要
关注的核心知识是“湖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湖泊的生态
效应）”，大家应重点掌握湖泊的生态作用，包括调蓄、净
化水质、调节局地小气候、增加生物多样性等。

二是要理解试题情境。考生在高三地理复习中要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在具体情境中将基础知识与实际
问题相结合。很多考生会觉得等级考试题很难，其中一
个因素就在于自身的学习思路与高考题的考查思路相背
离。等级考重在引导考生用地理知识、地理思维去解决
真实问题，因此高考试题往往基于真实情境，落在地理知
识应该“怎么用”上面；同时，强调“减少裸考知识现象，让
测评发生在知识处于生成状态或应用状态的情境中”。
所以，单纯的知识堆砌与背诵记忆这类学习方式无法应
对等级考。同学们应重视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热点问题，尝试在情境中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
题。在题目中，该试题的情境设定在“排灌系统中乌梁素
海的作用”上，同学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境，理解完整的排
灌系统，解读每一个排灌步骤的具体作用：河套灌区引七
分之一黄河水到灌区灌溉农田，灌溉后将多余的水排到
乌梁素海中，乌梁素海将灌溉水净化后再退水到黄河中。

三是要准确调用相关知识。同学们应通过案例分
析，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之中，加深理解和记忆。
对于题目中的实际问题，考生要准确认识乌梁素海接
水、净水、退水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首先，考生需要思考

“为什么农田有排水”这一关键问题。联系我们前面分析
的该地区地理位置可知，该地区引黄河水灌溉导致灌区
地下水位高，再加上该地区南部有沙漠，气候干旱、蒸发
量大，因此容易出现盐碱化现象。其次，考生需要思考

“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排—退”。联系我们分析得到的，该
地区属于河套灌区，所排的水来自于灌溉农田后的水，因
此会存在农药污染水质的问题。最后，考生应进一步思

考“为什么要退水”“如果不退，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我
们知道，退水的地点是黄河，退水可以补充黄河水量；但
如果不进行退水，就可能导致灌区水量大，进而发生洪涝
灾害。

深抓思维规范 做到逻辑清晰

同学们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整理思路，确定解题
的逻辑顺序和结构。大家可以使用逻辑图、思维导图等方
式来帮助整理思路，如下所示。

位置：黄土高原、河套灌区、南部
有库布齐其沙漠

性质：淡水湖泊

应答域 乌梁素海 大水漫灌，易盐碱化

问题
指向

排灌系统中
的生态作用

排灌系统：引黄河水灌溉—农田
排水—乌梁素海调蓄
净化—退水进入黄河

生态作用：湖泊的生态效益
（净化水质、调蓄水量）

其次，在答题时要做到清晰表达。同学们在书写答案
时，要准确、清晰地表达观点和思路，能够用地理术语进行
阐释，避免语言模糊，确保答案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对于
该问题，考生可以做如下回答：接纳农田排水，控制灌区的
土壤盐碱化；净化水质，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黄河；调蓄水
量，减轻灌区洪涝灾害的威胁，补充黄河水量。

深剖错误原因 做到颗粒归仓

“会而不对，对而不全”“不怕难题不得分，就怕每题都
扣分”等情况，都是由于考生答题习惯不规范、知识调用有
错误、思考问题不全面所导致的。考生在高考考场上要想
做到思路清晰、思维严密、叙述有条理、结论准确，在平时
就必须注意提高规范表达能力，在练习中查漏补缺。

错题本是高三复习的好助手，同学们应将以往的错
题重新梳理一遍，归类之后一定要重做错题。要懂得错
题的价值，学会分析错题的原因，发现解题过程中存在的
知识薄弱点、思维障碍点和能力欠缺点，针对不同问题找
到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错误再次发生的概率。

总之，北京地理等级考试题注重利用生活实践情境
或学习探索情境，将各知识点与能力融合到现实情境之
中，设置小切口、大纵深的问题链，全面细致考查学生必
备的学科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等。希望文中的

“五深”策略，即深思设问指向、深挖材料信息、深厘基础
知识、深抓思维规范以及深剖错误原因，能够帮助考生提
高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大家取得
好成绩。

以五“深”助力高三地理复习的质变
——以“陆地水体”试题为例

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 杨洁美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 焦洋

高三地理复习不仅要“广”，更要在“深”上下功夫，重在提高自身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做到复习

的“深”，同学们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北京地理等级考试题的特点，即“基于鲜活情境，考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减少裸

考知识现象，让测评发生在运用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考查内容体现区域性和综合性，注重综合思维和结构

化知识体系的构建”等。以下策略有助于帮助考生的复习备考实现“量变”到“质变”的提升，供同学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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