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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理高考试题命制工作的进一步完善，真实

地理情境类试题日益受到一线地理教师的青睐。科学地

进行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的终极引领、品质复习也随之

提到教学日程上来。

一、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刍议

所谓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主要是对试题中的真

实性地理景观所涉及的地理基本信息、基本原理、基本

规律的科学应用，以及基本的地理解题教学策略等。

从目前看，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所涉及到的真实

性地理景观，主要包括地理科技活动、地质地貌、地理

生活等，一般多从区域认知、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

和地理实践力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方面进行全方位的

科学认知与能力考查。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2017年版）》指出：“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

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高中地理教学过程

中，来自于教学供给侧的实景地理景观类知识图景，为

践行“地理即生活，生活即地理”的教学理念而赋能。

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命题角度灵活多变，设问形

式多样，并不局限于教材中的材料，而往往是以当前社

会生活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为背景，题目立意注重“对

生活有用”、“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知识与技能的

考查。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情境的编制特点与要领有：

整个试题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选择的情境材料以

教学目标为依据，与课程目标相符；尽可能采用不同形

式的情境材料编制试题，如地图、表格、景观图；一般

试题数多与背景材料的长度相匹配；设问形式多样化，

设问层次应有递进性。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用真实的地

理画面直接表示地理事物和现象，更形象、直观，能使

人身临其境。实景地理景观图能够将一幅幅与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的地理画卷呈现在学生面前，既体现了“能够

从学习和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的考查目标与要求，又

体现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考查目标与要求。

在考试中，有很多考生在解答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时因

无法准确、有效地从景观图中提取、分析信息而导致失

分。因此研究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的命题特点和判读技

巧，优化高中地理教学供给侧改革，在地理终极性品质

侯建成

（江苏省丹阳市第五中学, 江苏 丹阳 212300）

摘要：实景地理景观类地理试题已然成为高考试题青睐的常考题型，引起地理学科的高度重视。正确判读实景

地理景观类试题的立意视角；找出实景地理景观图中与试题考查主题有关的地理信息；分析实景地理景观图中各地

理要素的相互关系是突破实景地理景观图类试题难点的重要教与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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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教与学过程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常见考点综览

要真正提高实景地理景观图的考试成绩而抓满

分，就要厘清实景地理景观图的考查立意、考查方向、

考查方式，以及难点突破策略等。综观近几年的高考地

理试题，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所涉及的考查方向有：

1. 区域地理位置判析

根据特定地理区域环境所表现出的特殊的实景地

理景观特色和地理景观的地域性、稳定性和特征性，引

导考生具体判析其实景景观的区域位置。一般地，实景

地理景观都会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并且其地理景观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特色性，因此从具体的地理景观图中

可以找到标志性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据此即可以确定

该地理景观的区域地理位置。如根据崇明岛就可以准确

判析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等。

2. 区域环境特征判析

一般地，特定的区域环境会表现出其实景地理景

观的特色性、直观性、指示性和真实性，并据此判析该

实景地理景观图所示区域的具体环境特征。如气候特

点、地形地貌特征、建筑风格、生产活动等。

3. 实景图成因判析

实景地理景观图所表现出的地理环境往往展示出

该实景地理景观图的成因的指示性、生成性特征，据此

即可准确地判读出相关的实景地理景观的成因等。如我

国西北干旱地区风蚀蘑菇即考查了其所分布的具体地理

环境特征和沙丘地貌的成因等。

4. 地理环境规律判析

不同的地理环境具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功能和地理

规律，地理规律往往反映地理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

必然趋势，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结构、成因和分布都

依赖于地理规律的分析。如通过地理实景景观认识地理

事物分布的规律，像热带雨林的分布规律；通过寒流、

暖流两种性质的洋流的分布而总结出的洋流的分布规

律；如人口迁移的方向形成人口迁移规律等，都是在地

理感性知识基础上形成的。

5. 特定的人类活动判析

不同的地理环境区域具有不同的人类活动代表

性、景观性，据此即可准确地判读出所展示的实景地理

景观所表现出的指示性、差异性、功能性、概念性特

征，并根据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判析其所反映出的人类

活动类型等。不同的实景地理景观存在不同的社会功能

和价值功能，实景地理景观的社会功用、经济功用一般

包括有生态功用、生产功用、文化功用、旅游功用、美

学与伦理功用等，考生只要通过实景地理景观图所反映

出的地理环境特征一般是可以准确的确定相关的人类活

动类型的。如云南省哈尼梯田所反映的亚热带水稻种植

环境等。

三、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难点突破解题策略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中，通

过意义建构的方式，以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

长点，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学习迁移理论认为学习迁

移的实质是原有知识在新的学习情境中的运用。实景地

理景观类试题材料情境为学生提供了新的智库情境，有

助于提升学生知识的建构和迁移，提高其地理智慧学习

的地理看见力，发展学生地理知识学习与应用的智慧扩

张力与地理应用的创新突围能力。

1. 难点突破一般思路

在解答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题目时，要通过对实

景图像的内容解析和信息提取等，根据题干要求，找出

图中的标志性景观，如典型的植被、地形地貌特征、标

志性建筑、民族服装特色等，然后再整合运用地理知识

和相关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做出准确解答。

(1)讲究方法

即要想在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中取得高分，必须

讲究做题的方法；提取信息，确定区位；分析要素，理

清关系；整体认识，把握特征；分析归纳，规范回答。

考生只要掌握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的解答方法，就会取

得不错的成绩。如首先要认真、仔细阅读实景地理景观

地图图名，认真观察并提取与主题有关的最能反映地理

环境特征的关键信息。

(2)抓实信息

即先要仔细观察实景地理景观图，在图上众多的

信息中提取与主题有关的信息，不被无关的干扰项信息

迷惑，准确判读景观图所表示的地理事物或要说明的地

理现象；并根据提取的信息准确定位，准确判析地理景

观图主要表示或反映何种地理事物、地理现象等，答案

的落脚点要与教材相关内容协调一致。[2] 

(3)找准联系

即根据图中信息细心观察实景地理景观图中各地

理要素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总结出其具体的形态特

征；或将几幅实景地理景观图相互对照、对点分析比

较，针对试题的设问，调动相关地理知识进行针对性、

条理性回答。

(4)求解过程

即对于实景自然地理景观图，要先抓住信息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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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位然后分析景观指示的自然环境特征，再分析自然

景观形成的原因，最后探讨人类对其开发利用的措施

等。对于实景人文地理景观图，进行空间定位后，要先

分析图中事物所处自然环境的特征，再分析其社会历史

作用以及随时代的发展变化等，在以上读图和材料分析

的基础上，提取与题干设问相关的部分，联系教材有关

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正确作答。

2. 实景地理景观图类试题的难点突破策略

(1)正确判读实景地理景观类试题的立意视角

实景地理景观图类试题的立意方向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实景对地理景观的分析理解教材中的知识，

或者利用教材中的原理、规律来分析相关问题，即题眼

在“课内”，如分析各种景观所处地区的自然环境特

征、图中景观的形成原因等；另一种是通过对实景地理

景观图及相关材料、数据的分析，运用已有的知识、

经验或其他学科相关知识来解决问题，即题眼在“课

外”，如通过“中国南极第五座科学考察站情定罗斯

海”景观图分析我国在南极建设科学考察站的建站条

件、价值意义等。只有判断出了试题立意的方向，考生

才能快速运用各种知识储备来解答试题。

(2)找出实景地理景观图与试题考查主题有关的地

理信息

实景地理景观图一般蕴藏着时间、空间、景观特

征等信息，根据试题的立意方向，考生要有针对性地

从实景地理景观图中提取时间信息（季节或者昼夜长

短），或者据景观图中典型的植被、地形特征、典型的

人类活动、标志性建筑提取空间信息（图中景观所处的

地理位置）。找出了这些关键性的信息，很多问题的答

题方向就很明朗了。

(3)分析实景地理景观图中各地理要素的相互关系

自然界的各种地理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的，通过实景地理景观图呈现的某一要素，考生要能分

析出该景观所在地区自然环境的整体特征，如风蚀蘑

菇、风蚀柱、风蚀洼地等反映了风力侵蚀形成的地貌特

征，这种地貌所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是气候干旱、河

流稀少、植被稀疏、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等。

3. 典型案例

例1（原创）  材料一：“海水稻”并非是能长在

海水中的水稻，而是一种不惧海水短期浸泡，能在海

边滩涂地和盐碱地（见图1）生长的水稻品种。“海水

稻”（见图2）在条件恶劣的盐碱地生长,很少会患普通

稻的病虫害，基本不需要农药，因此这种稻米是天然的

绿色有机食品。

             图1 盐碱地                  图2 “海水稻”种植

材料二：图3为黄河三角洲略图。

材料三：传统盐碱化治理措施是在地表开挖明

渠，引水漫灌，以降低土壤盐碱含量。2000年以来，该

地区引进暗管排盐碱技术，即在土壤中铺设渗水管收集

盐碱水，再通过排水管将盐碱水排出。目前，这一技术

已成为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治理的有效措施。图4为暗管

排盐碱示意图。

        图3 黄河三角洲略图           图4 暗管排盐碱示意图

阅读材料和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我国主要的盐碱地分布地区是（   ）

A.华北平原 东北平原

B.长江中下游平原

C.四川盆地 塔里木盆地

D.西北内陆地区 滨海地区

2.培育和推广“海水稻”种植的科学与社会经济价

值有（   ）

A.提升农民水稻种植的积极性 

B.充分发掘盐碱地和沿海滩涂地种植资源

C.提升水稻抗病虫害能力

D.增加土壤利用活力

3.（1）从水循环角度，说明黄河三角洲土壤盐碱

化的成因。（2）有专家认为，与商品谷物农业相比，

该地更适宜发展大牧场放牧业。你认为专家提出该观点

的理由有哪些？

4.简述利用暗管技术排盐碱的主要优点。

【解析】本题主要通过阅读“海水稻”“黄河三

角洲土壤盐碱化”等材料，以及题图等资源，结合所学

知识分析、考查我国盐碱地的分布、成因、黄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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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土壤盐碱化现象及其改良技术措施等。第1题，我

国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西北内陆地区因气候干燥、

春秋季风力大，夏季蒸发量大，以及不合理的灌溉等人

为原因等形成大片的盐碱荒地，沿海、滨海地区因经常

受到海水浸渍等形成盐碱地，选项A、D正确。第2题，

“海水稻”经过长期培育，具有不惧海水短期浸泡，能

够在海边滩涂地和盐碱地生长，以及很少会患普通水稻

病虫害，基本不需要喷洒农药的特点，并且因盐碱地富

含矿物质等矿质元素而富含硒矿等微量元素，是健康天

然有机绿色食品，选项B、C正确。第3题，从水循环角

度考虑，导致黄河三角洲土壤盐碱化现象的原因主要从

华北平原地区地形地势较为低平、河流流速较为缓慢、

易于海水倒灌，以及地下水位埋藏深度为1米左右，说

明当地地下水位较高，加之华北平原地区降水较少，蒸

发量较大等方面考虑。第4题，通过题图，灌溉用水引

进暗管排盐碱技术，即在土壤中铺设渗水管收集盐碱

水，再通过排水管将盐碱水排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排盐碱的作用，同时应注意节约用水等。

【答案】1.AD  2.BC  3.（1）地势低平，径流缓

慢；海水倒灌；地下水位高；蒸发量较大。（2）灌溉

水源紧张，缓解水资源压力；土壤盐碱化较重，相对适

宜牧草生长；畜牧产品市场扩大，牧业经济效益更高。 

4.节约用水；节约用地；降低地下水位；排盐碱快。

例2（湖北省武汉外国语学校2018届高三3月月考文

综-地理试题）  如今，汽车已作为普通消费品进入寻

常百姓家，买房除了顾及其他方面，还要注意车位信

息。图5为我国华北某小区车位规划图，为了取得更好

的遮荫效果，车位旁边栽种了常绿乔木。读图回答下面

小题。

图5 华北某小区车位规划图

1.某购房者若想观察该小区车位遮荫效果，则一天

中最合适的观察时间（当时时间）是（   ）

A.6时      B.15时      C.12时      D.18时

2.当地典型自然植被属于（   ）

A.常绿阔叶林         B.常绿硬叶林

C.落叶阔叶林         D.针叶林

3.该小区采用透水铺装对水循环的影响正确的是

（   ）

A.地表径流增大         B.地下水位升高

C.蒸发量增大             D.降水量增大

【解析】第1题，某购房者若想观察该小区车位遮

荫效果，则一天中最合适的观察时间（当地时间）是12

时，此时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遮荫范围最小，最能体

现车位的遮荫效果，C对。其它时间遮荫范围较大，不

易体现效果，A、B、D错。第2题，华北地区属于温带

季风气候，典型自然植被属于落叶阔叶林，C对。常绿

阔叶林属于亚热带季风区植被 ，A错。常绿硬叶林属于

地中海气候区植被，B错。针叶林属于寒温带气候区植

被或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植被，D错。第3题，正午太阳

高度角最大，遮荫范围最小，最能体现车位的遮荫效

果。华北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典型自然植被属于落

叶阔叶林。该小区采用透水铺装对水循环的影响是下

渗增加，地下水位升高，B对。地表径流减小，A错。

透水铺装对蒸发量无明显影响，C错。不影响降水量，

D错。

【答案】1.C  2.C  3.B

例3  世界海拔最高引力波观测站近期在西藏阿里

地区破土动工，建成运行后可首次实现北半球地面原初

引力波观测，带领我国原初引力波研究进入国际前沿，

同时促进我国低温超导亚毫米波探测技术的发展。阿里

项目建成后，将与南极极点观测站、智利阿塔卡玛沙漠

观测站一起，成为国际原初引力波探测的三大基地。据

此回答下列各题。

1.推测阿里地区建设引力波观测站的地理优势是

（   ）

①地广人稀，受人类活动干扰小 ②海拔高，大气

稀薄，透明度高 ③气候干燥，晴天多 ④线速度较同纬

度大，引力小 ⑤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A.①③④⑤                  B.①②③④

C.①②④⑤                  D.①②③⑤

2.智利阿塔卡玛沙漠观测站，1845-1936年的91年

中从未下雨，被称为世界的"干极"，推 测其形成的原

因为（   ）

①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沉气流，降水少 ②东南信

风的背风坡，降水少 ③秘鲁寒流的降温减湿作用 ④人

类的过度开发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3.在智利人们用稠密的网幕（如图6），捕捉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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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让浓雾在网表面凝聚成水滴，再用管道引水来应

用；推测下列地区可以借鉴该集水方法的是（   ）

图6 网幕示意图

A.南非西南部沿海     B.北非西海岸

C.葡萄牙沿海             D.澳大利亚西南部

【解析】第1题，阿里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

的地区之一，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气候干燥，具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与天文台基础设施，是北半球原

初引力波观测最理想的地方，备受天文学家的青睐。该

项目由国家高能物理所牵头，国家天文台、上海微系

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国家天文台狮泉河观测站、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西藏大学等单位参与建设，得到了中

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等部门的资金

支持。线速度较同纬度大，引力小，这是适宜发射卫星

的有利条件，对引力波观测站建设没有影响。选项C正

确。第2题，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下沉气流、离岸风和秘

鲁寒流综合影响下，本区成为世界最干燥的地区之一，

被称为世界的"干极"，人类的过度开发对气候干旱几乎

没有影响。选项B正确。第3题，用一张张稠密网幕，

捕捉浓雾，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干旱，且受寒流影响，

多浓雾，北非西海岸受加那利寒流影响，气候干旱，水

资源短缺，且多浓雾。选项C正确。

总之，地理教与学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丰富实景

地理景观图的教学演练，使地理教与学充满“地理味

道”[3]；要在教与学过程中让学生主动地把所学到的地

理知识运用到真实的地理情境中，以强化对直观材料的

观察能力和识别能力；要在地理课堂教与学过程中，引

入充满地理美的真实地理景观进行教学，使得学生对其

有亲近感、代入感，进而演绎为较强的地理事实理解分

析能力、较强地地理信息语言获取和地图语言信息总结

的核心素养能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

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2] 侯建成.基于SPOC混合多元学习视域下问题导

向地理教学实践——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山地的

形成”教学为例[J].地理教学,2017(12):21-26+13.
[3] 侯春阳.供给侧教学磨课:推动教师教学实践专

业化成长[J].教育探索,2016(09):124-127.

（责任编辑：陈曦）

展。同时，教师一方面要合理设计实践方案，确保实践

活动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要顺应实践活动的特点，给

学生的生成性表现留下时间和空间。

第三，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师联系社会热点遴

选实践地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日常教学

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对于社会热点素材，容

易兴奋。此外，教师要通过任务单的合理设计，引导学

会独立思考、自主认知。还可以引导学生拍照、绘图、

录像等，培养学生获取地理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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