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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是地理课程学习必备的独特工具。 从当前地

理课程改革 的依据———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 养来

看，地图是区域认知的载体、综合思维的平台、地理实

践力的依托。在地理教学中，要善于指导学生经常、广

泛、充分地利用地图获取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培养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1］。 为此，必须抓好

地图技能养成的“九个关键”。

一、认知图名

地图技能养成的第一个关键是认知图名，这似乎

是不言而喻的环节。然而，在地理教学实践中，还是不

乏不看或看不懂图名的失误例子。有些地理高考试题

中的等值线图，考生看不懂图名，解题就入不了门。

近年来，地理高

考 地 图 配 置 越 来 越

专 题 化、细 分 化，例

如，年 平 均 气 温≤-

4℃等值线图、 气候

生 产 潜 力 等 值 线

图、 气 候 风 险 等 值

线 图 。 如 图 1 （原

2011 福建文综地 理第 7 题 柑橘 气候风 险 等 值 线 题

图 ［2］）所 示，学生对图 名要用心 领会，才能懂 得作答。

所以，教师平时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专

门地图，读懂陌生的图名，提高地理实践力水平。

二、顾全图例

每 一 幅 教 学

地图所有的图例，

都 是 地 理 教 学 所

需。 地 理 高 考 用

的 地 图 ， 所 有 的

图 例 则 都 是 解 题

时 所 要 选 择 使 用

的。 教师平时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有机 会接触各种 图

例，读懂图中符号所代表的地理事物，还必须 指导学

生顾全试题中的地图图例。 如图 2（原 2011 福建文综

地理第 37 题美国西部大峡谷试题地图 ［2］）所示，一个

不起眼的图例国家公园，为很多学生所忽略，还有 学

生居然以为这个图例是开发自然、破坏环境的。可见，

认知区域特征，不顾全区域图例是不行的。

三、把握尺度

地图的比例尺或经纬网，甚至熟悉的地理事物，都

是地图空间的量尺，是识图和用图的一个关键。 在地

理教学中要利用多种不同比例的量尺，反复让学生量

算或大约估算，想象空间实际范围的大小，在头 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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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地图技能养成的“九个关键”
———以近年来高考题图为例

高居祥

（平潭第一中学，福建 平潭 350400）

图 1

图 2

第 3 期

2017 年 3 月

NO.7
July.2017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第 3 期

2017 年 3 月

NO.3
March.2017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7 年第 3 期

形成空间概念。

地理规律的选择运用之所以难度较大，是由于地

理规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地

理高考出现了不同尺度地理规律配合运用的趋势，如

图 3（原 2013 全 国 1 卷 36 题，攀 枝 花 在 我 国 西 南 地

区示意图 和攀枝花周 边地形示意 图 ［2］）所 示，学 生 需

要估算、想象空间尺度，对大尺度气候规律与小尺度

地形规律进行综合思维，解决同一个地理问题。

四、搜索地物

抓好了上述三个关键，地图技能的养成就有了基

础，接着就要具体读用地图了。一幅地图，往往有很多

地理事物的信息，要求学生的视线像扫描一样，从 左

到右，从上到下，将整幅地图搜寻一遍，提取所需的地

物。注意图例、注记大小不一、排列错综、方向不同、间

距不一，要从大到小、从总到分，有序搜索。 如图 4（原

2011 福建卷新加坡住房布局题图 ［2］）所示，图 中地物

很多，关系复杂，要仔细比较，确定主要的地理关系，

就需要将整幅地图上的地物认真搜寻一遍。

五、绘画地图

地图技能的养成，不只需要动眼，还需要动手，同

时培育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素养。学生绘画地图是要

从填绘填充地图开始， 但不能停留在填充地图上，而

要经常在所用的地图上描描画画，辅助区域认知和综

合思维。这是把许多从教师讲授的和课本上的地理知

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地理实践力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如图 5（2009 全国大纲 1 等压线题图 ［2］）所示，仅仅看

图是难以准确判断东北、西北、东南与西南这 四个细

分的方位。 必须在图上

先 画 一 个 表 示 东 、 南 、

西、北的“十字架”，以便

准 确 辨 别 方 向 。 “十 字

架”还可以平移，这就是

“授人以渔”， 让学生自

主探究。

六、判定方位

判定方位有三种情境。 一是用经纬网定方位，要

始终抓住，不管怎么弯曲，经线永远指示南北方向，纬

线永远指示东西方向的规律 ［3］。 其道理，要从地球运

动中寻找。所以，有的教师在地球运动教学之后，紧接

着进行经纬网地图定方位的教学，是有道理的。 二是

没有经纬线，而有指向标的地图，有时要将指 向标平

移。 三是既没有经纬线，也没有指向标的地图，根据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法则来判定方位。除此之外，

还要善于利用地理事物来判定方位。 如图 6（原 2010
福建 卷图 ［2］）所示，从 长江上游 地 区 雪 线 高 度 的 经 向

和纬向变化趋势来看，雪线高度变化的趋势用八个方

向的方位词来表达，就是利用雪线高度这一地理事物

的变化来判定方位的，在头脑里要依据统计图，想象

出地图方位。

七、分析数值

怎样分析、判读等值线图，从中找出规律，学生往

住感到困难，这也是教学与高考中的难点，教师依 据

图幅中的高值、低值、极端值数据，相邻两线之间的间

距，疏密程度、走向及延伸方向、闭合圈等要点，为学

生总结出许多“法则”，让学生在新情景中套用。然而，

将分析具体情景的学生素养变成现成“法则”的背记，

是会造成失误的。如图 7（原 2012 年全国课标卷图 ［2］）

所示，如果忽视除等高线外的河流等地理事物，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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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将较为复杂的情景变成单调的数值游戏，则“法

则”不能套用，背记不灵。

八、比照图幅

在分析地理特征、地理规 律和地理成 因时，常常

将多幅图比照叠置，对培养学生对比、分析、推理、综

合和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平

时地理课程教学中，要使用各种地图相比照，如分析

印度水稻和小麦的分布，可以比照和叠置印度地形图

和印度年降水量的分布”。而在高考时，学生必须提取

记忆中的地 图，来做地图 比照和叠 置 的。 如 图 8（原

2008 全 国 课 标

卷图 36 题图 ［2］）

所示，要完成：1.
判 断 G 河 自 N
点 至 M 点 流 经

地 区 的 地 形 类

型，并 说 明 判 断

的理由。 2.说明

G 河水量丰富的原因。 3.指出 G 河没有形成明显三角

洲的原因，并加以分析。要正确回答这些，要对照水系

图，要对照地形图、气候图、植被图、人口图等。

九、设计略图

教学地图虽说是经过取舍的地图，但地图中的信

息量还是太多，学生往往眼花缭乱，难以把控。教师在

讲课中为了突出重点， 管控全班教学进程，往往需要

边讲边画黑板略图，同时要求学生跟着画。这样，动用

了学生的视觉、听觉和动觉，学生新的兴奋中心不 断

地、持续地出现，学生的注意力会随教师的笔 触和语

言而转移，印象格外深刻。

而 学 生 在

地理复习时，自

己 设 计 和 使 用

地理略图，能够

理清头绪、形成

空间概念，综合

思维，记忆特别

深刻，且随时处

于 意 象 地 图 可

激活状态，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十分有利。 如图

9（原 2012 福建卷长三角题图 ［2］）所示，长三角作为高

考试题的素材， 已经多次出现在各种版本的试卷中，

如果地理高考复习时，学生自行设计、绘制长 三角地

区的地理略图，将地形、气候、水系、经济、人口、城市

等地理要素综合分析，可以是培育素养的好案例。

总之，地理教学必须重视地图技能养成的这些关

键，事半功倍地使学生学会使用地理独特的地图工具，

将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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