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 2020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地理试题以《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

准（2017 年版）》和《北京市 2017 级高中地理教学指导意见》的要求为命题

依据，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优化考试内容，创新考试形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2020 年是北京市新高考实施学业水

平等级性考试的第一年，地理从文科综合测试变为地理单科测试，实现了平稳过

渡。试题密切结合北京市地理教学实际，同时考虑到疫情期间学生线上学习的真

实情况，科学设置试题难度，稳中有变，变中求新，体现首都特色。试题注重联

系社会生活实际，聚焦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突出考查地理学科的思想和方法，体

现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充分发挥了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选

拔和育人功能，对高中地理教学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一、地理试题的主要特色

（一）关注国家发展，突出立德树人价值导向

试题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决策，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发展，将自身发展融入国

家发展之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在做题过程中体会中华优秀传统和悠

久历史在生产生活中智慧的结晶，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关注社会生活热点，

引导学生将地理学习与生活、社会发展相联系，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地理知识和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选择题第 1 题，以“某同学创作《我的祖国》粮画”为背景材料，渗透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体现农业生产与艺术的融合，增强审美体验，激发爱国情感。

选择题第 5、6 题，以“我国某地立秋至处暑期间天气晴好条件下太阳辐射量日

变化”为背景材料，引导学生将二十四节气与地理学习相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第 6 题中的选项涉及钓鱼岛，引导学生增强国土意识，

培育家国情怀。选择题第 11、12 题，以银西高铁（银川-西安北）的建设为背

景，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脱贫攻坚战，树立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理想和坚

定信念。综合题第 19 题以“2020 年 5 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2020 年-2022 年）》”为试题素材，从地理视角探讨“开发区

发展四大主导产业的共同优势条件”、“园区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等，关注家乡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激发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热情。

（二）融入鲜活情境，考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试题充分结合学生生活体验，构建情境；深入挖掘社会生活现象，形成情境；

紧密联系课堂教学过程，创设情境；充分利用不同图文素材，呈现情境。利用真

实情境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引导学生将自身体验、社会生活、地理学习结合，

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地理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学生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

例如选择题第 3、4 题，以“某同学参加化石保护性发掘的实践活动”为情

境，呈现了该同学手绘的地质剖面示意图，让学生判断图中最可能发掘出化石的

地点，考查地理实践力。选择题第 11 题，以“银西高铁（银川-西安北）陕西段

于 2020 年 6 月顺利完工”为情境，让学生分析该段铁路经过地区的地形、河流、

地质灾害等特征，考查区域认知。选择题第 14 题，以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乌

干达国家日”为情境，让学生读图推断乌干达的地理位置、地形、河湖、湿地面

积等自然特征，考查区域认知。

综合题第 16 题以“某校中学生赴长江上游支流大宁河（重庆段）进行野外

实习”为素材，创设学习探索情境，通过绘制统计图的实践活动，强化获取和解



读地理图文信息的过程与方法，进一步说出流域侵蚀量和输沙量的关系，充分体

现了地理实践力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简述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

突出人地协调观，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综合题第 17 题以“我国对孟加拉国的产品实施进口优惠政策”作为大背景，

以农民采用“漂浮菜园”设计农业生产情境，探讨当地农民采用“漂浮菜园”种

植方式的自然原因，以吉大港以北沿岸拆船业集聚区的工业生产情境，要求分析

当地拆船业集聚区的主要条件，并列举拆船业带来的环境问题。区域涉及孟加拉

国不同地区,通过不同尺度区域考查学生区域认知素养,分析自然要素对人类活动

的影响，渗透人地协调观。综合题第 20 题以奥地利某村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2001 年的发展故事作为学习探索情境，设计了旅游业对地理环境的影响问题，

突出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突出人地协调观。

（三）呈现丰富图像，彰显地理学科思想方法

全卷地理图像共计 14 组，图像类型丰富多样，涉及区域图、景观图、示意

图、统计图、等值线图、手绘图、手机信号定位图等，充分体现出图像在解决地

理问题中的重要性。

地理图像为构建生动的地理情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不同角度提供地理信

息，激发学生体验，活化地理知识。突出地理图像在解决地理问题中的工具作用。

围绕图文信息设计问题，有效考查学生整合图文信息分析地理问题的能力。

例如，选择题第 7 题呈现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某地 36 小时内的实况降水量

分布图，该图像是学生比较熟悉的等值线分布图，但叠加了特定的时间“36 小

时”和空间“我国东部沿海”等信息，需要学生在正确解读图像内容，理解图像

信息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影响降水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这一方面可以考查学生



是否深入理解降水各影响因素作用的原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出学生运用地理

学科方法分析问题的水平。

综合题第 16 题以“大宁河流域示意图”考查学生从地理视角获取信息，判

断地形类型，从河流的流向推断地势特点，概述流域主要地形特征。综合题第

20 题围绕奥地利某村“附近的林线海拔大约为 2070 米”，从景观图和气温曲

线和降水量柱状图获取信息，探讨森林植被类型、生长的大致月份等，考查运用

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

（四）创新问题设计，注重学生地理思维过程

试卷整体难度适中，问题设计具有良好层次性。一方面对学生能力水平的考

查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不同学生真实反映自己的水平。问题的

设计反映地理学科本质，彰显地理学科特色。问题与题目素材紧密结合，形成完

整的问题情境，充分考查学生的思维过程。题目设问亲切平和，与学生平时的学

习过程和重点内容一致。突出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结合的考查思路，

符合等级性考试的考查要求。

例如选择题第 10 题，呈现了某国 1998 年和 2018 年社会经济主要数据表，

从就业人口、城镇化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

等方面客观描述了区域的发展变化，要求学生依据掌握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有

效提取和处理数据，客观地对区域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形成对区域未来发展的判

断。这种对人文地理思维过程的考查，方式新颖，难度不大，但又能引导学生充

分利用地理学科知识进行问题解决。

综合题第 17 题以热带风暴“安攀”登陆前的位置和中心气压值变化示意图，

从多个角度设问，考查学生从时空角度分析、阐述地理事象时空变化特点的能力。



综合题第 18 题以莱州湾及其周边地图为试题素材，多角度多层次设问，推测莱

州湾湾口宽度的变化趋势，阐述变化过程；通过“任选其一”的开放性设问，评

价运输方式的优势和不足，考查学生运用因素分析、综合比较、区域关联等方法，

阐述地理事象的变化趋势和变化过程。综合题第 20 题围绕“冻土层”，图文结

合，要求比较两地冻土层的差异并说明原因，先问果，再索因，考查学生时空综

合的地理思维过程。

（五）依托教学改革，展现地理学科育人魅力

全卷素材丰富，生动活泼，试题构建充分从学生学习和认识地理环境的视角

设计，体现了学生在地理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利于引起学生的共鸣。引导学生将

自己对生活中的现象的体验、课堂学习过程在答题过程中真实地反映出来。从自

然规律、到社会热点、生活环境到国家发展，再到人地和谐体现地理的广博，与

生活国家发展的息息相关，感受自然之美、发展之美、文化之美、和谐之美体现

独特育人魅力。

例如选择题第 9 题和第 15 题，命题素材与生活密切相关，引导学生关注身

边的地理现象，有意识与所学地理知识建立联系，呼应了新课程改革对课堂教学

的要求，突出了地理知识的趣味性，更体现出地理知识的实用性，展现出地理学

科独特的魅力。第 9 题利用生活中学生非常熟悉的手机信息号定位功能，呈现某

市新建城区工作日人口分布变化，面对白天与夜间有明显差异的人口密度，学生

需要抓住关键信息“工作日”，需要找到区域内昼夜差异最大的区域，需要利用

城市功能分区的相关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在答题过程中学生能够真切感受到用地

理视角思考现实问题的趣味性。第 15 题紧贴全球能源危机的热点，提出以玉米，

木材等为原料的生物塑料，引导学生对比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在生产，使用中的特



点，辩证思考新材料生产，消费中可能仍存在的问题，体现出用地理视角思考区

域发展的独特价值，更为提高学生思考现实中复杂问题打下扎实的基础。

综合题第 19 题以“北京旅游新的‘打卡地’”宏达路两侧泡桐花景观为素

材，创设生活情境，探讨泡桐花景观具有的旅游资源价值及观赏方法，与北京市

课堂教学改革一起，贴近北京学生的生活兴趣点，把地理学科所学的旅游相关知

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总之，今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地理试题引导学生关注国家

发展，培养家国情怀，突出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注重联系社会热点和生活实际，

创设真实情境，考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呈现丰富多样的地理图像，引导学生获

取图文信息，彰显地理学科思想方法；创新设计开放性、多层次的问题，展现学

生的地理思维过程，让不同水平的学生有发挥才能的空间。

二、对地理教学的启示

（一）关注生产生活和地理科学发展，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地理学科育人价值

整体把握地理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运用地理视角审视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从

整体的角度，全面、系统、动态地认识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发挥学习主体作用。帮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促进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的提升，发挥地理学科育人价值。

（二）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落实地理学科的主干知识

教学要注重地理知识和地理技能的形成过程，遵循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

通过恰当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建构地理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规律，阐释、预测地理事象的发展演化规律。



（三）注重地理图像教学，培养学生获取、解读地理信息和有效运用地理信

息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

地理图像是地理信息的重要载体，能够简洁、综合地呈现多种地理要素及其

之间的关系。教学中要培养学生从地理图像获取地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从要素的

角度、时空的角度和区域的角度解读地理事象相互关系的能力，提升学生地图素

养、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水平。

（四）积极开展地理实践活动，探索基于情境、问题导向的课堂教学，提升

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教学中注意通过地理实验重现或模拟地理过程，通过考察、调查等分析地理

事象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将地理实践活动资料应用到课堂，或者选用生活、

生产和学术研究材料，创设问题情境，围绕问题开展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和

体验式课堂教学，积极探索和实践将地理核心素养有效落地的教学策略，切实提

高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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