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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地理试题命制与评价

新视角———核心素养 ①

张铁牛，朱锦伟
（广东实验中学，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７５）

摘　要：培养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从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内涵入手，分析其在高考地理试
题命制与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近年高考地理试题的命制理念以及试题的结构、形式、内容与地理核心素养的契合，

探讨高考地理试题命制与评价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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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理核心素养概述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能够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当今对核心素养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其中，教育部委托、北京

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牵头组织的“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研究”产生的

影响最大。其研究成果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包括三个维度：文化基
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六大核心要素：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

新［１］２４。林崇德教授的研究成果为各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制定提供了基础。

地理教育界对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也如火如荼。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室丁尧清博士认为地理

核心素养包括人地观念、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实践能力，并对各要素内涵进行了解释，指出人地观念是

核心价值观，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是思想方法，实践能力是活动经验。华中师范大学地理教育专家李家

清教授把地理核心素养概括为地图技能、地理信息技术能力、国际理解、全球意识、人地观念、可持续发

展观六大方面［２］。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家辉老师认为地理核心素养包括人地观念、空间能力、区

域分析、过程解释、尺度关联、家国情怀、地理表达［３］。浙江省地理特级教师汤国荣老师把地理核心素

养概括为地图技能、空间视角、综合思维和人地观念四大方面［４］。

笔者结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认为地理核心素养包括地图技能、时空视角、综合思维、地理情感、

地理价值观五个方面。对这几个方面内涵进一步细化如下：

地图技能：识别地图语言；获取图表信息；表达图表结果；地理新技术习得应用。

地理时空视野：区域划分概念；区域特征分析；区域比较能力；区域演变认识。

地理综合思维：提出地理问题；构建地理模型；实践地理创新。

地理情感：课堂学习兴趣；课外活动热情；地理审美情趣；地理交流合作；地理质疑精神；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

地理观念：环境对人类影响的认识度；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度；人地协调重要性的认识度；科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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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观的形成度。

２　核心素养是高考地理试题命制的主要依据
２０１６年开始，包括广东在内的８省市不再自主命题，统一使用由教育部命制的试题，全国全部科目

使用全国卷的省市区达到２４个。高考试题的命制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高考试题的命制关乎
社会的公平，关系国家人才的选拔，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也牵动着中学基础教育工作者、高考命

题专家的“神经”。高考结束后，命题专家在反思：试题是否反映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素质教育

的要求？是否能真正考查学生的学力？中学教师在分析：命题的走向是什么？命题的形式和内容与往

年有何不同？我该如何组织教学？大学教授也在评判：试题有何特点？有哪些值得肯定或值得商榷的

地方？

实施新课程后，高考地理试题命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命题理念和内容都焕然一新，受到了各方好

评。但高考地理试题是根据地理课程标准命制还是根据考试大纲命制，有不少人还比较模糊。著名地

理高考命题专家张亚南在２０１２年《课程·教材·教法》第１１期《课程标准卷高考地理学科命题摭谈》
一文指出：《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于２００４年在山东、广东、宁夏、海南４省区进行实验，标志
并意味着２００７年的地理高考命题首次以《地理课程标准》作为命题依据之一编制课程标准试卷［５］。很

显然，张亚南老师肯定了课程标准是命题的重要依据。著名的地理教研专家雷鸣老师则认为地理高考

应遵循《考试大纲》，指出考试和教学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当作一回事，不能将《课程标准》替代《考试大

纲》。笔者认为，这两位专家的说法并不矛盾。地理课程标准是地理课程目标设置、课程内容选择、课

程评价要求等多方面的依据。地理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理学习评价，只不过这种评价的目

的在于甄别、选拔；地理考试大纲也是依据课程标准制定的，地理考试大纲是命题的直接依据，地理课程

标准是命题的间接依据。当然，并不能完全以地理课程标准替代地理考试大纲，紧扣大纲命题是命题者

常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时代在变化，国家对教育的顶层设计也在变化。教育部教基（２０１４）４号文《教育部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体系和学业质量评价标准，研制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和高等学校相关学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根据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完成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学习内容后应该达到的程度要

求，指导教师准确把握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使考试评价更加准确地反映人才培养要求。此文件中所提到

的核心素养为地理高考命题和高校选拔人才指明了方向，为保证高考地理学科命题的科学性、导向性和

规范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已成为高考地理试题制题的主要依据。

３　基于核心素养的命题分析
高考具有“指挥棒”的作用，高考命题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教育教学的方向，应充分认识地

理核心素养的内涵与要求，使高考地理试题命制尽可能从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角度出发，以落实

“立德树人”要求。

３．１　试题命制的理念
高考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高考命题理念。高考是国家主导的选拔性考试，是为了选拔人才。但随

着我国多年来的高校扩招，高考入学率已经达到了４０％；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持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高……”

所以，如今的高考是选拔全面发展的“普适性人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选拔“特殊性人才”，也就是选拔

具备“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人才，即具备核心素养的人才。

３．２　试题的结构和形式
试题的结构和形式尽可能简单美观，能增加学生的审美意识。２０００年至今，文科综合逐步形成了

２



第２期 张铁牛，等：高考地理试题命制与评价新视角———核心素养

地理高考命题的思路和形式。高考地理试题有１１道选择题、２道综合题、３道选做题（２０１７年开始改为
２道选做题）。选择题围绕主题设问，一个主体材料下设置２～３个选择题，即我们常说的“一拖二”或
“一拖三”，上下题之间既联系又递进。这种形式给人一种“形式美”和“逻辑美”的感受。

如２０１３年全国卷Ⅰ：
图４（图略）示意我国某地区１４日６时的气压形势，Ｌ为低压，图中天气系统以２００千米／天的速度

东移。读图４，完成９～１１题。
９．图中甲地１４日６～９时的风向为
Ａ．偏东风　　　Ｂ．偏南风　　　Ｃ．东北风　　　Ｄ．西北风
１０．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预报，甲地暴雨开始的时间约为
Ａ．１４日１４时　　　Ｂ．１４日１９时　　　Ｃ．１５日４时　　　Ｄ．１５日１１时
１１．该地区及图示气压形势出现的月份可能为
Ａ．华北平原，３、４月份　　　　　Ｂ．四川盆地，１、２月份
Ｃ．黄土高原，１０、１１月份　　　　Ｄ．东南丘陵，４、５月份
该题组为“一拖三”选择题，小题之间难度由简及难，层层递进；同时，４个选项字数接近，表达言简

意赅，使学生在做题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形式美”“逻辑美”。

试题中的材料也应属于形式的范畴，包括文字材料和图表材料。虽然考试不是考材料本身，材料只

是载体，但文字材料选择不仅要服务于问题，而且还要新颖、基于真实情境、反映时代主题精神，要紧扣

地理情感和地理观念来选材。

如２０１６年全国卷Ⅲ第３７题：
为建设生态文明，我国大力开发风能等清洁能源。风电建设成本高于煤电、水电。２００９年５月，甘

肃酒泉有“陆上三峡”之称的１０００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项目获国家批准，其中的８０％集中在被称为
“世界风库”的瓜州县。图７示意瓜州等地年大风（≥８级）日数。

此段材料把清洁能源的开发、生态文明的建设引入试题，对学生渗透了地理环境观。

同时，采用一定数量的图表材料是命制地理试题的要求，比起单纯的文字表达，通过图表来传递信

息更具有一种“地理美”。因此，地理试题选用形式多样、美观清晰的图表非常必要。

３．３　试题的内容
命题内容要选择地理核心知识与技能，要能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渗透爱国情感，给予学生以正能量。

要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机结合，突出人地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比如：气候、地形、河流、农业、工

业、城市、交通等相关知识与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和“终身发

展必备的地理”，应成为高考命题的重点。地图技能包括读图、析图、画图等方面，也是高考命题重点考

虑的，它既考学生的地理学科能力，又体现地理学科的特色。合理的区位选择、生态环境的保护、自然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等内容渗透在高考题中，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地观具有重要意义。

如２０１６年全国卷Ⅰ：
我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是全国的瓷业中心，产品远销海内外，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广东省佛山市率先引进国外现代化陶瓷生产线，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陶瓷
生产基地。２００３年，佛山陶瓷主产区被划入中心城区范围，陶瓷产业向景德镇等陶瓷产地转移。据此
完成１～３题。
１．与景德镇相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佛山瓷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Ａ．市场广阔　　Ｂ．原材料充足　　Ｃ．劳动力素质高　　Ｄ．国家政策倾斜
２．促使佛山陶瓷产业向外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佛山
Ａ．产业结构调整　　Ｂ．原产料枯竭　　Ｃ．市场需求减小　　Ｄ．企业竞争加剧
３．景德镇吸引佛山陶瓷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是
Ａ．资金充足　　Ｂ．劳动力成本低 　　Ｃ．产业基础好　　Ｄ．交通运输便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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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重点考查陶瓷产业的区位选择、产业转移和转型，是地理学科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核心内容，

也是基于我国当下社会热点问题而命题，题中也渗透着民族自豪感。

地理高考试题的另一个重要知识块是“区域”。通过区域这个载体考查学生的时空视野是地理核

心素养的要求。《地理教育国际宪章》指出：地理学使得从地方尺度到全球尺度研究人类活动及其相互

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地理学是唯一关注空间分异的科学，如现象、事件和过程在不同

地方的变化。所以，通过区域研究地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研究人人关系、地地关系、人地关系是地理学

的任务。近年来，全国卷综合题都是选择一个世界区域和一个中国区域来命题，区域范围都是以小尺度

为主，比如某河流流域、某岛屿、某个城市等。设问方式突出综合思维，强调探究性。常常使用行为动词

提问，比如分析（原因、条件）、说明（原因、条件）、简述（理由、原因）、提出（建议、措施）、阐述（原因、条

件）、推测（原因、影响）等动词。通过这种命题方式考查时空视角和综合性思维。

３．４　命题评价
高考试题是按一定的预期目标用来选拔合格人才的，这个预期目标就是储备了一定的核心知识和

技能，即选拔具备一定核心素养的人才，高考地理试题的命制要紧扣这点。同时，在评价一套高考地理

试题的质量时也要紧扣这点，即这套地理试题包含了地理学科哪些核心素养点。只要每个学科的高考

试题命制都能以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发展为依据，那么，高考将会引领中学素质教育向前迈进。

４　结语
试题命制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工程，它要兼顾地区差异，兼顾试题的区分度、标准差等。一套地理试

题也不可能囊括所有地理核心素养，本文只是从核心素养角度探讨了高考地理试题命制与评价的一些

方法和特点，有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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