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19日 星期三10 高考·辅导

责编/张睦函 版式/高 薪 热线热线//59102872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整合知识 打磨技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冯丽君

地地理理

时光飞逝，距离2025年高考还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地理学科兼具文理特性，在这关键时期

如何科学、高效地开展复习，成为众多同学亟待解开的谜题。下面，让我们从四个方面一同探寻

高三地理二轮复习的智慧密码。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
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
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等特
点。因此，地理学科内容的构成
和常见考点一般围绕“地理特征
与差异、地理过程与变化、地理联
系（因果、影响、关系、意义等）”展
开。同学们在高三上学期完成了
对地理知识从自然到人文、区域
的一轮地毯式全面梳理，构建了

以各地理要素为线索的纵向知识
体系。接下来的二轮复习，需要
打通地理各板块的知识隔阂，以
三个核心概念分类统整所学内容
（如图 1 所示），建立起主干知识
的横向体系，形成纵横交织的结
构化、程序化知识网，进一步加深
对地理学科结构和本质的理解，
实现自如调用知识解决各类地理
问题。

高考答题时间有限，试题
灵活多变，娴熟的答题技巧能
让同学们快速准确地理解题
意，找到解题突破口，把知识
和能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分数，
减少失误，提高得分率。

1.研究题型特点专项强化
通过解锁高考地理真题，

我们可以总结出地理学科常
见 的 考 查 题 型（如 图 2 所
示）。在二轮复习过程中，建
议同学们将近年高考真题进
行分类整理，体会不同题型的
材料呈现特点和设问方式，归
纳每类题型的答题策略，再辅
以模拟题练习强化。虽然高
考题情境新颖、设问灵活，不
能完全照搬模板来答题，但专
项答题策略的训练，能使同学
们积累诸多答题视角和专业
术语，强化地理知识、原理、规
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规范
表达，为同学们应对复杂陌生
情境下的新问题提供经验借
鉴和方法指引，以便见招拆
招，从容作答。

2.优化解题步骤规范作答
素养立意的地理试题常

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精选
科研成果或社会生产生活中

的素材设置全新的情境，引导
同学们自主学习、独立思考，
把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迁移到
新问题的解决中。情境的渲
染增加了地理试题的图文阅
读量，耗费答题时间的同时还
可能使答题偏离正确方向，形
成雾里看花的局面。这种情
况下，科学的解题步骤显得尤
为重要。

第第 11 步步，，泛读图文资料，，
大致了解题目。。粗略扫视情
境信息，了解题目内容和主题
方向。

第第 22 步步，，仔细审读设问，，
构画答题脉络。。一审指令词，
明确答题的具体要求和深
度。例如，“列举”可以堆砌短
语；“分析”“说明”需剖析事物
的因果关系；“概括”要语言简
洁、逻辑清晰、内容全面；“评
价”要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辩
证作答；“论述”要论点、论据、
论证齐全且有总论与分论等。

二审中心词，判断是“影
响”“意义”还是“原因”“条件”，
确定答题的核心内容和重点，
明确需要回答的问题本质。

三审限定词，明确答题的
范围、角度、时间、空间等，把

握作答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以 2024 年北京卷第 20 题“结
合实例，论述北京市的全国铁
路客运枢纽及国际机场布局
变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为
例：“结合实例”要求论据要从
题目给定的例子中选取；“北
京市”限定了空间范围；“全国
铁路客运枢纽及国际机场”限
定了地理事象是交通运输点；

“布局变化”示意思考问题时
要关注时间角度；“对区域发
展的影响”则提示考生要从经
济、社会、生态等多角度展开
论述。

第第 33 步步，，精读图文资料，，
寻找答题素材。。在解读设问
的具体要求后，带着明确目的
仔细阅读图文资料，勾画重要
信息，挖掘隐含条件，为组织
答题语言做准备。

第第 44 步步，，调动运用知识，，
结合材料作答。。根据题目主
题，快速在脑海中检索相关地
理知识、原理、规律，结合题目
信息，依据指令词要求，按照
一定格式和逻辑书写答案，尽
可能做到针对性强、逻辑清
晰、条理分明、术语规范、字迹
工整等。

众所周知，高考试题的立意
已经迭代到核心素养层面。核心
素养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整
合与提炼，是学生在学习课程之
中或之后所形成的、在解决真实
情境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简而言之，能力
是素养的根基，同学们在二轮复
习时要着重提升能力以涵养地理
素养。基于地理学科的特点，应
特别关注以下能力：

1.图文信息获取与解读能力
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每

一套地理试题都有十余幅承载丰
富信息的地图，同学们需要练就

“一读图名、二读图例、三读内涵”
的读图条件反射，快速准确地提
取图中诸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
气候数据、河流湖泊、植被类型、
矿产分布、交通点线、产业聚落等
关键信息；对于文字材料，要善于
挖掘隐含条件，如试题中出现“季
节性河流”，应能联想到其与气
候、补给类型等因素的关系。

2.地理空间思维能力
地理学科的基本思想方法之

一是“区域认知”，即运用“空间—
区域”的观点认识地理环境。同
学们要强化空间定位能力，熟练

掌握重要地理事物的经纬度位
置、海陆位置等，能通过经纬网、
标志性地理事物等进行区域定
位，如根据海陆轮廓和经纬度判
断出某个国家或地区。同时，还
要强化空间分析能力，能分析地
理事物的空间分布规律及成因，
如亚洲水稻主产区的分布规律及
其与气候、地形、河流、人口等因
素的关系。

3.地理综合分析能力
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是一个

综合体，在不同时空组合条件下，
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综合决定着
地理环境的形成和发展。同学们
在解决地理问题时首先要关注

“要素综合”，如分析一个地区的
气候，需要综合考虑纬度位置、大
气环流、海陆位置、地形地势、洋
流等要素；其次要关注“时空综
合”，如研究河流地貌的形成，要
考虑不同时期地壳运动、河流流
量等因素的变化，以及河谷、河漫
滩等在空间上的分布与演变；还
要培养“地方综合”的意识，如分
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时，要综合考
虑其地形平坦、河流密布等自然
要素，以及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等
人文要素，进而探讨该区域的发
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随着复习深入和考试难
度增加，同学们在面对成绩波
动时容易产生焦虑、不自信等
负面情绪，特别是基础不扎实
的同学。在接下来的复习中，
同学们要多给自己积极的心
理暗示，例如“我今天又明白
了一个地理原理”“我的综合
题得分又提高了”等，不断给
自己加油鼓劲。此外，也可以

通过适度运动、与同学老师交
流等方式给自己减压，再通过
不断练习与反馈，积累成功经
验，增强心理韧性，以积极、自
信的心态面对复习和考试。

地理二轮复习是一场知
识与能力的深度淬炼，也是
一场心态与技巧的全面雕
琢。通过知识整合，同学们
构建起坚实的地理知识大

厦；借由能力进阶，赋予同学
们探索地理世界的有利羽
翼；技巧打磨为同学们铺就
答题的高效通途；心态调整
令同学们面对挑战时处变不
惊。相信在知识、能力、技
巧、心态的全方位蜕变后，同
学们定会以自信昂扬之姿步
入高考考场，书写属于自己
的青春华章。

提升综合能力

完善知识体系

图2 高考地理常见题型示意图图1 核心概念统摄下地理知识整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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