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地理选考试卷遵循“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综合评价

理念，依据《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和《中国高考评价体

系》，考查内容涵盖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与必备知识。在试题命制过程中，

精心选取典型的真实情境，创设问题，设计视角独特的问题链，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

本卷在知识分布、能力要求、题型结构、难度把握等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并稳中求进，

较好地彰显出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高考核心功能。

一、立足学科特色，立意深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地理学科立德树人以爱国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塑造为目标，使学生深入

思考青年与民族、国家、时代的关系。地理学科知识涵盖自然、人文、区域三方面，考

查知识广泛，在试题中深入发掘并运用学科知识蕴藏的德育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试题以城市湿地公园的稻鱼生态系统建设、“双碳”背景下的湖泊生态恢复、引

导关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定日镜”塔式光热电站、战略性矿产资源

的开发等新时代科技发展与资源战略为关注点，增强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厚植家国

情怀；以产业转移、城市带产业升级、干旱区人工绿洲农垦及发展等素材入题，引领学

生思考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区域发展路径的选择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关系，培养学生

国际视野下的社会责任感。

二、着眼课程改革，目标明确，引导核心素养培养方向

高考具有教学导向作用。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新课程改革始终努力践行的方向。

本次试题是新课程高考的第二次考试，引导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和落实，是本次命

题的重要着眼点。试题选取指定区域各具代表性的素材，设置有层次、有深度的问题：

例如利用锋面雨雾的形成过程及天气变化、黄河河口区的陆地变化、黄河中游流域径流

深度变化等问题的分析，考查学生探究地理事象发生、发展过程，分析和解释各要素之

间、时空相互关系的综合思维能力。地理实践力素养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行动意识和行动

能力。试题选取地貌和植被景观的判读、旅游线路的设计、地质工具的选用、太阳周日

运动、锋面雨雾等主题命题，旨在引导师生将生活中的各种事象融入在日常教学中，真

正推进地理实践力落实。试题多从学科的角度要求学生进行分析、归纳和提炼，让其更

好地在真实情境中观察和感悟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形成正确人地协调观。

三、聚焦问题设计，突出创新，指导学科思维训练思路

命题坚持平稳过渡，在保证了一定数量基础性、综合性试题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定

量应用性、创新性试题，加强对学生学科思维的考核。通过设置有限度的开放性设问，

激发学生科学、辨证地分析问题，鼓励创新思维。在层层铺垫后，设置了论证“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是否有利于黄河中上游种植业发展的开放性问题；天山北麓缓斜平原不同

位置开垦农用地的适宜性问题的辨析，让学生运用相关地理知识进行问题探究，将学科

思维能力的培养深度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问题的设置，旨在启发学生表达观点，

并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其对真问题进行剖析，尝试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在考场上的解题

过程，体现了探究学习的过程。

四、关注项目研究，倡导融合，探索课堂教学转型途经

地理教育面向未来。跨学科、跨模块、跨单元的项目学习有利于学生培养创新驱动

式的学习方式，也是多学科融合的突破方向。地理学科综合性的特点，使之具有成为中

学多学科融合的学科基础，本次命题在学科融合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碳循环、

地质时期气候判断、“定日镜”运动等问题的探讨，除了运用地理学科知识，也需融合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等学科基础知识，帮助更好的理解和解释地理事象和本质，有

效探索项目研究和课程融合的途经和方法，为中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转型、改进提供一些

思路。新课程教学中，人文地理课程新增内容多，教学时间紧，充分整合相关内容，将

跨模块、跨单元的问题厘清关系，本次的试题中也可窥得一斑：以美国波华城市带的问

题研究为例，相关知识涉及必修 2、选择性必修 2多个单元，多条课标内容，但这些内

容之间却是有非常强的内在逻辑关系的：交通促进要素、企业流动，要素集聚促进城市

发展，在集聚过程中，要素往往分类集聚，物以类聚，相同、相关产业在特定城市集聚，

形成产业集群，在城市层面，城市形成特色职能，在大都市层面，城市因具有各具特色

的职能，出现密切的分工协作；分工协作产生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

五、秉承学科特点，突出主线，注重地理原理和过程考查

图表是地理学科的重要语言，用地理图表来呈现信息是地理试题的特色所在。全卷

共有 40 张图表，图表简洁直观又兼具美感，信息量丰富，既有统计表、曲线图、柱状

图，也有植被、地貌、生产等景观图，还有过程原理、遥感图、区域图等。多样化的图

表信息问题指向明确，可有效帮助考生理解题意，考查出学生关键能力的差异。例如美

国日发电量的问题研究，从发电量的来源与日变化的关系，到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特征的对比，继而发现太阳能发电的时间变化对当地电力供应量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的逐步分析，均需考生除了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外，还需在短时间内拥有厘清问题主线

和内在关系的能力。再如第 28题，试题提供了区域图，景观图，地质剖面图，围绕着

一个“中心问题”——绿洲的形成与发展，结合“干旱区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及驱动机

制”的知识，聚焦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人地协调观，追求设问精准度和知识体系结构，



通过对问题的逐步深入探讨，考查学生的综合思维，引导学生关注区域发展，从综合的

视角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地理事象发生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试卷注重综合性和区域性，试题情境创设侧重于取材生产生活实际，着

力培养考生的综合思维和创新意识，图文并茂，本卷力求体现科学性、真实性、公平性、

创新性。依托地理学科主干知识，将自然和人文地理有机组合，把学科核心素养考查融

入到现实情境中，引导学生关心生产生活，关注时代，增强自豪感和责任感，让考生感

知地理学科的实用价值与育人价值，树立良好的人地观、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