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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地理选择题在地理高考中至关重要。通过对近６年来湖南用卷选择题部分进行梳理，运用文献法、统
计法、比较分析法等对考查形式、知识点分布、能力要求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近年的选择题均以题组形式出现，背景材

料以图幅居多，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区域产业活动等考点考查较多，注重考查学生读图、分析图的能力。为了让师生

更高效地解答地理选择题，应把握常考考点、培养读图能力、训练答题技巧，正确应对地理高考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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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进入新课改后地理高考采用课标卷，２０２１年将迎来新高考，在此过渡时期，研究新课程改
革以来的高考地理试卷，对师生认真落实课程改革要求，做好准备迎接新高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地

理高考选择题所占分值高，概括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有一定的综合性和深度。对于学生来说，选择题就

是地理高考的敲门砖，是高考地理能否取得高分的关键；对于教师来说，明确地理选择题的考查方向、题

型特征、考点分布、能力考查目的，利于有效地应对地理教学，帮助学生掌握高考选择题的解题方法和

技巧。

高考试题研究一直是中学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地理高考试题的也有很多。最热门的是每年

高考结束后，研究者们就某套试卷的考点分布难易程度进行分析和评价［１］，有的研究者则将不同版本

试题进行比较分析，让读者全面了解地理高考出题现状［２］。也有部分学者侧重给出高考复习策略或解

题技巧［３］，这类研究大多是一线的中学教师结合自身经验给出。有少数研究针对试题的某一题或某个

题型展开［４］，通过对这一题型的概括分析给出解题技巧。本文将通过详细分析试卷，纵向对比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全国课标卷和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全国新课标Ⅰ卷共６年的地理试题选择题部分，从考查形式、考
查能力、考查知识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希望为考生应对高考选拔和地理教师的教学提供参考。

１　地理高考选择题的分析
１．１　考查形式

近年各版本地理高考试卷选择题通常以一段材料或者图表为背景给出２～３个选择题作为一个题
组（如表１）。这种串联式组合题更能考查学生对地理知识系统性的掌握程度，还可以考查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地理能力。

从表１可以看出，近６年来湖南高考地理选择题题型非常稳定，都采用题组的形式，每套试卷的选
择题都由４～５个组合题构成，每个组合题有２～３个单项选择题。在背景材料的形式上则更倾向于选
择图幅，在６年的２５组题里，以图为背景材料的达到了２０组，占比为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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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近６年湖南地理高考用卷选择题题号及其呈现形式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１～３题，图 １～３题，图 １～３题，图 １～３题，文字 １～２题，文字 １～３题，图

４～６题，图 ４～６题，图 ４～６题，图 ４～５题，图 ３～５题，文字 ４～５题，图

７～９题，图 ７～９题，表 ７～８题，图 ６～７题，图 ６～８题，图 ６～８题，表

１０～１１题，图 １０～１１题，图 ９～１１题，图 ８～９题，图 ９～１１题，图 ９～１１题，图

１０～１１题，图

１．２　考点分布
对近年高考试卷考点进行统计分析是研究高考命题的根本和基础。对考点研究分析可以发现高考

命题规律，能充分发挥高考的导向作用，让师生清楚知道高考的要求。表２根据《考试大纲》、结合教材
将地理高考必考考点分成了３部分，并对近６年湖南地理高考选择题的考点分布进行了统计。

表２　近６年湖南地理高考用卷选择题考点分布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必

修

一

宇宙中的地球

地质地貌 １０～１１题，图４

大气运动 ９～１１题，图４ ６～７题，图２

水循环 １～３题，图１ ４～５题，图１ １～３题，图１

自然环境与人类

活动
７～９题，图３

１～３题，图１；７

～９题，表１
４～６题，图２ ６～８题，图１

必

修

二

人口城市 １０～１１题，图４ ７～８题，图３ ４～５题，图２

区域产业活动 ４～６题，图２ １～３题，图１
１～３题，文字；

８～９题，图３

１～２题，文字；

３～５题，文字；

９～１１题，图２

６～８题，表１；９

～１１题，图３

人地协调发展

必

修

三

区 域 环 境 人 类

活动
４～６题，图２ １０～１１题，图４

区域可持续发展

地理信息技术

　　注：表２中题号以题组形式出现，在本表中每一题组对应一个考点，由于题组内分为若干小题，所以表２按每个题组考查重点对应

考点。

由表２可以看出，首先，近年来地理选择题考查得最多的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区域产业活动两
个大知识点，几乎每年都有考查，甚至一年出现几组题重点考查这两个知识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包

括自然环境的整体与差异性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等知识，区域产业活动包括产业活动的区

位条件和地域联系，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布局受地域的影响以及给地域发展带来的影响等知识。并且，

高考试题与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相呼应，不仅注重知识和技能，更是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科研究的重点，地理学的使命就是深刻揭示和合理解决人类与地理环境所面临的问

题。现在的地理教学不再只要求学生记住某个知识点，记住某个地理名词，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人地

关系的正确认识，帮助他们建立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的价值观。

其次，考查较多的有大气运动、水循环、人口城市等知识点。人口与城市这个知识点在近６年的选
择题里出现了３次，都是以两个小题组成的题组出现，试题都是要求考生根据题目所给出的图判断某国
人口的增减情况，判断这种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关于人口和城市成为重要考点并不是要求考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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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某一国某一地的人口情况，而是要求学生学会从图表上判断出该地的人口变化情况，尤其要学会分析

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口变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三，选择题部分基本没有宇宙中的地球、人地协调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理信息技术等知识

点。宇宙中的地球这个知识点，只有在２０１４年第１个题组的第３个选择题考查了太阳高度和影长的问
题，但并不是说这些知识点要放弃，对地理学科来说，了解地球的宇宙环境、把握地球运动及其地理意义

是学习地理学科的基础。人地协调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理信息技术等知识点也没有对应具体的试

题，笔者将这样的知识点列出来是因为这类知识点是学习地理科学的重要目标和地理学前沿，未来考题

可能涉及。

１．３　能力考查
新课改以前地理高考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知识体系，经过课改以后，地理高考更注重学生能力的考

查。图表是地理学科的基础工具，是地理学的特色“语言”，也是地理学科魅力的重要体现。现在的地

理高考中图表更是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无图不成题”。图表教学法是地理教学的重要途径，培养学

生读图、析图能力是中学阶段地理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培养学生地理素养的重要内容。根据对近年地

理高考选择题的统计可以发现，地理图像的判读在地理高考中显得日益重要，这也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科

的特色，同时也是新课程改革思想的体现，说明地理学科越来越注重学生地理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读图、

析图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湖南地理高考选择题背景资料的图幅分为区域地图、示意图、景观图、统计

图和等值线图５类（如表３）。
表３　近６年湖南地理高考用卷选择题图幅类型统计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区域地图 ４～６题，图２ １～３题，图１ ６～７题，图２
１～３题，图１

９～１１题，图３

示意图 １～３题，图１

景观图 １～３题，图１ ４～６题，图２ ９～１１题，图２

统计图 １０～１１题，图４ １０～１１题，图３ ７～８题，图３
４～５题，图１

８～９题，图３
４～５题，图２

等值线图 １～９题，图３ ４～６题，图２ ９～１１题，图４ １０～１１题，图４ ６～８题，图１

区域图是中学地理教学中用得最多的图幅，也是考生最熟悉的图。但是高考试题区域图的地域不

一定是学生很熟悉的区域，考生更多的应该学习如何通过给出的图去分析一个区域的地理条件，根据学

习过的地理知识结合图幅和题目中给出的内容分析该区的自然地理信息和区位条件。统计图和等值线

图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在近年的试题中几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图幅不仅要求学生会看图、对学生分析

图的要求高，也考查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学生要在掌握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对图幅给出

的内容进行深度加工，通过分析和推导判断得出最后答案。

２　正确认识地理高考选择题
选择题在地理高考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取得地理高考胜利的关键。为了让师生更高效地解答地理

选择题，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２．１　把握常考考点
中学地理教师必须仔细研究最新地理学科的《课程标准》《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等文件，了解高

考地理的考点分布，在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把握好侧重点，让学生更高效地学习地理这一学科。地理高

考选择题的范围是高中地理必修１、必修２、必修３的内容，近年来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区域产业活
动两大知识点的考查非常多，在复习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应重点把握自然环境的整体与差异性，自然环境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产业活动的区位条件和地域联系，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布局受地域的影响以及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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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带来的影响等知识。当然高考试题目的不是考查考生的记忆能力，考生在掌握这些知识的同时

应该学会如何去分析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学会根据一地的区域条件分析其农业、工业、交通条件。

２．２　培养读图能力
当前高考题越来越灵活，不是简单的基础知识考查，更多的是在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和能力，并且

专家们也在研究如何让高考试题更加科学的考查学生的能力［５］。地理高考选择题，最直观的可以看到

的就是对学生读图、析图能力的考查，现在的高考选择题背景材料多以图幅形式出现，自然要求学生具

有读图、析图的能力，同时对空间比较能力要求也更高。能力培养不是简单的“背诵知识”或“题海战

术”就可以达到的，需要教师从新课到复习课、从活动教学到试题讲解引导学生不断积累。在学习新课

时，教师应注重用各种地图引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从地图上获取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并引导他们发

现各种地理信息之间的联系，以此不断培养学生读图、分析图、用图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其他地

理能力也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

２．３　训练答题技巧
在解地理选择题时需要分步骤有目的地进行。首先，要认真审题、找出题干的关键字，清楚知道试

题的要求，接着认真读图，注重对地图的理解和提取信息，从图表中获得有效信息尤其是隐性条件。然

后，根据看到的题目和背景资料调动脑海里的相关知识分析这道题考查的知识和真正的考查目的，这时

不用急着选出答案而应该将所有的选项看完，并且学会利用排除法、最佳法等分析选项的方法提高做题

的正确率。选择题解题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选择题解题思路

无论选择题的考查如何灵活多变，始终离不开基础知识，所以在新课改课程的学习中也不能放弃地

理基础理论知识，知识素养是地理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培养地理能力是地理学习更长远的目标，

作为地理能力的特色，读图、析图、用图能力更是重中之重。面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区域产业活动这

类知识点考查时，教师和学生需要始终持有尊重自然、坚持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始终保持追

求生态文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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