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地理试题依据《普通高中地理课

程标准（2017 年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学科

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山东省地理学科教育教学的实际，充分体现了考试

的育人、选才和导向教学的功能。

一、彰显立德树人价值导向，发挥学科育人作用

试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注重地理学科素养培养，充分体现地理学科的

本质和价值，展示其核心思想和独特视角。试题响应“创新、绿色、协调、共享、

开放”的发展理念，展示地理学与社会的关联，引导学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强化和彰显了考试的科学教育和价值观引领作用。

1.树立人地协调观念，凸显地理学科核心价值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试题精选地理学科中的主干知识进行考

查，引导考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例如，第 18 题以人地协调观为主线，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

动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适应两个方面，围绕区域气候条件对农业生

产活动的影响，设计了 3 个递进式问题，引导考生形成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因地制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地协调观。

2.注重学科素养考查，突出地理学科思维方式

地理学科素养包括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和地理实践力。试题从空间位置、空

间格局、空间联系、空间演变等维度进行考查，要求考生能够以地理视角观察世

界，用比较、综合分析等地理思维方式，按地理学基本逻辑，进行独立思考和探

索；要求考生在解决具体地理问题时，选择合适的地理实践工具、采用适宜的地

理实践方法，迅速、高效地实施地理实践活动。例如，第 17 题围绕天气与天气



系统、常见天气现象的成因等必备知识，设计了 3 个问题，考查考生从地理空间

格局的角度概括、辨识给定区域的自然地理要素特征，分析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解释地理事物的时空变化过程，并使用地理学科术语、符号予以全面、准

确地表达，全面考查了考生的地理学科素养。

二、落实素质教育考查要求，体现服务选才功能

试题从“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四个维度，对考生的“核心价

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进行考查，实现了对考生素质水平的有效

评价，为高校选拔人才做好服务。

1.围绕必备知识，注重考查的基础性

选择题选项设置和非选择题问题设计，均围绕考生较熟悉的必备知识提供材

料，对考试内容进行优化与整合，着重考查主干知识，既不偏离考生的生活经验

和情绪体验，也不超出考生应达到的认知水平。考查的知识点涵盖了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区域发展、资源与环境、地球与地图、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等，涉及

到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和学习探究地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例如，第 7

题考查了分层设色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第 8 题考查了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第

17 题（1）考查了冷、暖锋的概念及符号表达。

2.情境真实多样，注重考查的综合性

试题从地理要素相互作用、不同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等角度设计情境，探究

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形成、发展和联系，培养考生从整体的角度全面、系统、动态

地分析和认识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例如，1～2 题以“滑坡”

为命题素材，围绕地质作用过程、内外力对地表形态变化的影响、地理环境的整

体性等必备知识设置问题和选项，考查有关内外力对地貌形成发育的影响，地表



演化过程中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空间位置、空间联系、空间演变，地理

环境整体性方面的基础知识，试题的综合性显著。5～6 题以同城化这一生活中

的真实情境作为素材，涉及人口分布、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城市化的过程、

特点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等必备知识，要求考生综合认识地理事物的特征、过

程与联系。

3.联系生产生活，注重考查的应用性

试题突出反映当今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和地理问题，围绕自然地理环

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设计试题，以地理观察、观测、考察、研学、体验、社

会调查等方式呈现生产生活情境，考查考生利用地理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现实问

题的能力。例如，3～4 题通过北方某县“农地杨树化”这一现象，聚焦当今“三

农”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要求考生能够以地理视角去思考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

和应采取的措施，引导考生在真实情境中感悟和体验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提升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增强粮食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4.试题开放灵活，注重考查的创新性

试题注重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引导考生独立思考，从图文资料中获取信息，

调动相关地理基本知识和原理，运用地理学科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和方法，提出

对地理问题的看法和见解。试题设计突破了思维定势，培养了考生的辩证思维能

力和创新意识。例如，第 19 题（3）有关西柳沟流域的治理，要求考生根据自

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提出上、中、下游分区治理措施，体现了试题设

计的开放性。考生可结合自己的理解选择性答题，考查了考生创新思维能力。

三、围绕评价理念创设情境，发挥导向教学作用



试题共有 13 幅图件，涵盖区域图、等值线图、统计图、模式图、景观图等，

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等，类型

多样，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科特色。试题设计依托这些图件，创设了生

活实践情境和学习探索情境，为实现“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

基”的高考评价新理念提供了综合考查载体。试题情境给予考生必要、充足的信

息，设计明确具体的地理问题，让考生在一个贯穿全过程的情境中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经历地理思维发展过程，通过“以考促学”更好地导向教学，提升基础

教育教学质量，确保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

1.情境创设注重典型性、鲜活性

试题情境创设注重拓宽素材来源渠道，材料鲜活，表达通俗易懂，并隐含内

在的学科逻辑。例如，第 19 题创设了中学地理研学情境，研学小组在水土保持

专家许教授指导下，对西柳沟开展了以“黄河上游流域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为

主题的研学活动。以研学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组织材料，围绕生态

脆弱区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等设问，生动、

平和、亲切，贴近学生生活，使学生有较强的代入感。

2.问题设计注重探究性、生成性

试题的问题设计注重探究性，围绕某一核心问题，由表及里、层次清晰地展

开，设计层次清晰的问题链，引导考生运用地理思维，建立与“问题”相关的知

识结构，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试题的问题设计同时注重生成性，在情境中完整

地呈现问题，引导考生在答题过程中，将所学的知识与问题相关联，通过知识迁

移解决问题，实现知识的生成。例如，第 17 题以气象要素分布形势示意图的形

式呈现实地观测数据，创设了学习探索情境。情境中涉及的“干线”对考生来说



是陌生的，但考生可以将其与冷、暖锋知识相关联，通过知识的迁移和拓展，生

成“干线的形成机制及其引发的天气变化”这一新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3.关注国家战略，弘扬时代主旋律

试题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主题选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等观念融入地理能力的考查，引导考生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

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考生开阔地理认知视野，树立人地协调观，使地理

试题不仅成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也成为立德树人、导向教学的重要途径。例

如，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生态脆弱区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珠峰测量等涉及基本国策、国家战略、科技进步的内容，在试题

中均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