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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金山中学, 福建 福州 350008）

在我国地理高考的三大功能中，导向教学功能，

对学校地理课程及其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深入

分析地理高考态势，对提高地理教学质量十分重要，当

前地理课改与考改，围绕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展开[1]，本

文就此分析2019年地理高考全国卷Ⅰ，供广大师生地理

教学参考。

一、人地协调观的创新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核心，属

于观念形态的素养，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整合。生

态文明教育是我国新时代学校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任

务，而这一重任明显主要落在地理课程中，也成为地理

高考人地协调观的显要体现（见表1）。

表1 2019年地理高考全国卷Ⅰ人地协调观的体现

题号
自然环境对人的辩

证影响

人对自然环境影响的方

式、强度和后果

人与自然环境

关系的协调

1-3
村办企业“村村冒

烟”的环境条件

县镇统筹“抱

团飞地”保证

各村收益机制
6-8 林区铁路选线依据 废弃林区铁路

36

（2）

国土面积大，自然

环境多样，需要多

种汽车

43
距离城区近古镇留

宿少

利用古镇周边

自然环境拓展

休闲体验游，

留宿游客

44

直接排污，污染河湖；

运 河 沟 通 大 河 、 湖 水

系，减河湖污染，增大

河流流域污染，影响河

湖水生生物生态系统

如表1所示，如果非选择题也算题组，那么今年

8个题组中，显性考查人地协调观核心素养的题组有5

个，覆盖率达63%，计算分值，直接考查人地协调观核

心素养的共40分，占比40%。问题情境覆盖了人地协调

观所有表现，各种表现配置比较平衡。

以上问题情境给出的人地协调观核心素养进阶培

育的启示如下。

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辩证的。首先，应当全面

分析和评价人地关系。国土辽阔且自然环境差异大，既

可能拓展汽车市场的品种细分，也可能阻碍各种产品的

规模供给，可作为我国产品“走出去”之前的市场预

测参考。其次，应当系统分析和评价人地关系。旅游目

的地与住宿地或客源地之间具有关联性，距离太远，旅

游成本高，市场小；距离太近，旅游滞留时间短，收益

少。在高速交通快速普及的我国，市场营销的难点正从

旅游交通转向留宿吸引问题。第三，应当动态分析和评

价人地关系。在不同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环境对人

类活动的制约是不同的，无论是产业选择或交通选线，

自然条件不变，而自然条件所起的作用在改变，可供经

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调研参考。

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存在后果链。首先，环境影

响评价应当考虑空间上的后果链。一地污染的缓解可能

引发另一地污染的扩展，环境治理必须注意区域之间的

关联。其次，环境影响评价还应当考虑事物、领域之间

的后果链。水系的沟通或阻隔，后果不但有水系和水文

方面的，还有与水系密切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如生态系

统，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入侵等。

人地关系的协调要以创新观念为指导。所谓环境

的整治或修复，并非完全退回污染环境或退化环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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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样，而应当与时俱进地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

步的大势，创新人地协调的目标、方向、内容和方式。

协调人地关系，整治环境，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所能奏效的，既要考虑必要性，也要考虑可行

性。既要考虑环境（生态）效益，也要考虑经济、社会

效益。村级经济由县、镇统筹，还要考虑到各村收益一

定的均衡性。林区采伐与木材加工业的去产能，还要考

虑林区替代经济与转岗再就业。协调人地关系绝不是消

极保护自然环境，更不是维护低水平的生态系统或生态

平衡，而是要让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一起改善，要在开

发中求保护，要在保护中求开发。利用古镇周边自然环

境，将古镇场馆观光旅游转变为古镇休闲体验游，就是

人地关系协调的转型升级。

二、综合思维的突破

综合思维是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关键，属于能

力形态的素养，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整合。学校教

育的各门课程，都提出了思维方面的学科核心素养，但

只有地理课程基于跨文、理两大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而提

出了综合思维核心素养，涵盖了文科思维与理科思维，

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见表2）。

表2 2019年地理高考全国卷Ⅰ综合思维的体现

题号
要素综合

时空综合 区域综合
两两综合 各要素综合

1-3
“村村冒烟”

区位因素

“ 抱 团 飞

地”效应

“ 抱 团 飞

地”统筹
6-8 铁路区位因素

9-11

河流含沙量与

流量

河流水量与堆

积

河流堆积因

素

流量季节变化与堆

积

36

各类汽车市

场需求都少

的原因

汽车生产成

本高的原因

汽车工业布

局东南沿海

的条件

汽车生产退

出对城市经

济的影响

37
山脉隆起对里

海的影响

里海淡化的原因

里海咸化的原因

黑海、地中海未来

成湖的必要条件

43
古镇留宿少

的原因

吸引游客留

宿建议

44
水利工程对

环境的影响

如表2所示，7个题组都有较多的综合思维核心素

养的考点，考查综合思维核心素养的典型分值，高达84

分，说明综合思维核心素养确实是理解地理问题情境和

解决地理问题的普适性关键。

以上问题情境给出的综合思维核心素养进阶培育

的启示如下。

地理要素两两综合要选准相关要素，并开阔要素

综合思路，向多要素综合进阶。村办企业“村村冒烟”

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做法，往往只考虑第二产业与当

地资源的浅表开发，或只考虑投资方或市场的要求，主

要考虑小规模的经济效益。而当市场竞争激化，生态环

境破坏，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出现，这种模式就不可持续

了，应当向多种资源优化配置的多要素综合，乃至高一

级区域统筹综合引导思维的进阶。河流冲淤是常见的考

点，要素综合要准确选择相应的水文特征，再综合考虑

地质地貌等因素。

利用综合性强的地理问题情境，将思维素养提升

到高水平综合。汽车产业具有综合性，布局因素要整合

区域各要素，区域影响也是综合性的，但如果只从区域

经济角度来考虑，则要剔除非经济因素，如就业、居民

消费水平等社会因素。汽车市场细分的原因要兼顾供给

侧与需求侧，不能停留在要素的两两综合的水平上。汽

车生产成本问题，除了考虑客观外部条件之外，还要考

虑汽车行业主观自身的生产组织方式，即规模、集聚等

因素，所以也不是要素两两综合所能解决的问题。区位

问题，必须引导思维进阶，向多要素、向区域整体提升

思维素养。类似的综合思维进阶问题还有旅游目的地留

宿、水利工程环境影响等。

分清地理情境演变过程的各个阶段，利用主导问

题与主导因素，引导时空结合的综合思维。无论是自然

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随着时空情境的演变，思维的路线

和结论都会发生质的变化，这类地理问题情境有利于打

破时空情境固化的要素综合思维定势，培育灵活创新的

思维品质。板块相向运动造成地质学上的“地中海”演

变为内陆湖泊的过程，结合全球气候的演变，不同阶段

的水文变化方向截然不同。这就需要将时空变化结合起

来考虑，打破要素综合的常规思路。里海成湖早期，要

把控好气候转暖的程度，认准淡水补给与蒸发之间的平

衡点，抓住气温虽升但仍低的关键，得出补给大于蒸发

的结论，而随着进一步转暖，要认准随补给类型转换河

流带来的水分与盐分之间的平衡点，以及补给与蒸发之

间的平衡点，才能得出湖水由淡转咸的逆向结论。

三、区域认知的权衡

凡地理问题情境，都依托特定区域，综合思维的

思考材料、人地协调的因地制宜，都基于对区域地理信

息的提取和加工，区域认知作为核心素养，是地理学科

除了综合性之外的另一特性区域性的体现，是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体系中的基础部分（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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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9年地理高考全国卷Ⅰ区域认知的体现
题号 区域特征 区际联系 区域决策

1-3
“村村冒烟”布局

分散
利益相关保证机制

“抱团飞地”

发展模式

4-5
欧盟与非欧盟籍人

口特征
人口迁移

6-8 东北林区地理特征 输出产品 去产能
9-11 黄河小北干流特征 渭河对小北干流的影响

36 澳大利亚地理特征 汽车市场的国内外产品 降税开放
37 里海地理特征 里海与河海关系
43 古镇特征 城市、县城与古镇的关系 促进留宿建议
44 水系特征 水量、污染物的流通 水利工程

如表3所示，所有题组都基于区域认知，且都体现

了区域特征、区际差异、区际联系和区域决策，总分值

相当于全部总分。可见区域认知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不

会提取和加工区域信息，综合思维就会出错，人地协调

也不会合理。

以上问题情境给出的区域认知核心素养进阶培育

的启示如下。

认清区域特征是为了认知区际联系。区域特征是

由于地理差异性造成的，囿于区域特征的认知，思维就

固化，思路就封闭，不能解决地理问题。所以要引导培

育开放理念和联系观念，从地理整体性出发，将对区域

差异的考虑，提升到区域互补的层面，做出正确的区域

决策。“村村冒烟”只考虑本村情况，资源不能优化配

置。只考虑澳大利亚东南部有利于汽车生产的供给侧条

件，汽车产业不能持续发展。分析里海的地理特征也要

考虑到里海的外部区域。考虑到区域与外部的关联，则

区域特征只是一时的，随对外关系的改变而变动。

基于区域整体性与差异性，做出人地协调的区域

决策。从区域认知的观点来看，有利于人地关系协调的

区域决策必须建立在区域特征与区际联系两个基础上，

才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抱团飞地”决策，是在比

较了各村特征，发现了村际关联的基础上做出的。降税

开放汽车市场，是澳大利亚权衡了国内汽车供需两方面

情况后做出的决策。促进古村游客留宿的建议也是衡量

外地住宿与古镇旅游产品的关联上做出的。

权衡区际联系的利弊，正确引导区域人地关系协

调的方向。区际联系可对利益相关方造成正负两面的影

响，区域决策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各方的诉求。沟通美

国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两大水系的运河工程的修建，使

河流下游的水量与污染物同时增加，但在利大于弊的预

测下做出了水利工程决策。澳大利亚放开汽车进口，既

会终结国内汽车产业，也会催生产业更新升级，也是在

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做出的决策。

四、地理实践力的应用

地理实践是衡量所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水平

的唯一标准，除了野外地理实践外，地理课堂的教学情

景和地理考试的问题情景，也都要求地理实践力的应用

和检验（见表4）。

表4 2019年地理高考全国卷Ⅰ地理实践的体现

题号 自然考察 社会调查 地理实验
1-3  振兴乡村“调结构”调研

4-5
人 口 统 计

图表绘制
6-8 振兴东北“调结构”信息收集
9-11 河道冲淤考察

36 “调结构”“去产能”调研
43 振兴乡村观光农业调研
44 河流环境考察

如表4所示，地理高考问题情境是可与平时研学实

践相关联的，在8个题组中有7个题组，涉及78分。如果

平时有开展相关的研学活动或模拟活动，或教师运用

相关案例命制相关原创性试题，则学生学业水平可望

提升。

以上问题情境给出的地理实践力核心素养进阶培

育的启示如下。

将河流作为自然考察的重点，培育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河流的水系、水文特点和水生态、水环境综合性

强，由地质、地貌、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要素综合造

成，又对水资源、水灾、水生生物，乃至地貌、小气

候、农业、能源、交通、聚落等有重大影响，而且我国

河流广布，易于实地考察。我国当前生态建设又将河

道整治作为重点，还设置了河长等管理体制，研学价值

高。河流考察对于综合思维、人地协调、区域认知等素

养的培育十分有利。

将“调结构”作为社会调研的重点，培育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调结构”、“去产能”、经济转型升级

是当前我国改变发展方式，实现提质增效的改革重点，

在历年地理高考中占比较大。从探究要素综合的布局

区位，到时空综合，乃至跨区域协调部门结构与空间结

构，都对核心素养进阶有重要的意义。将此用于平时教

学案例和真实情境原创题命制，都有利于学生学业水平

的提高。

综上所述，2019年地理高考全面贯彻落实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培育的目标、任务，较好地评估了学生真实

的学业水平。[2]从内容和形式看，都继承了历年来地理

高考全国卷的命题风格。地理高考确实起到了导向教

学、倒逼教改的重要作用，地理课程教学应当针对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注重素养培育的进阶，在人地协调观指

导下，以区域认知为基础，抓住综合思维的关键，加强

地理实践，实现地理教学的减负增效。

（下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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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调查结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乌鲁木齐

市高中生地理认知能力培养和提高的教学策略。

1. 强化对认知困难的地理知识点的教学

从问卷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市高中生认知困难的

地理知识点主要集中在必修一和必修三的自然地理部

分，必修二的人文地理部分相对容易。自然地理知识较

为抽象，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重点关注和强化这方面

的知识点。此外，自然地理知识点是学生由初中地理进

入高中地理首先学的部分，在内容的安排上可能会影响

学生学习地理的态度和积极性。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

认知心理发展水平，适当安排教材的逻辑顺序与难度。

2. 注重地理空间感知、地理空间思维、地理立

体思维能力的共同培养和提升

从认知顺序上来看先是地理空间感知，然后再是

地理空间思维，再进行地理立体思维，以实现对知识的

同化或顺应。地理空间感知主要通过教辅材料的开发和

拓展。要实现对事物空间结构的可视化，在教学中尽量

将讲述的地理事物立体化、动态化、可触摸。地理空间

思维是地理空间感知之后的心理操作。教师在教授抽象

概念时，可给学生呈现与抽象概念最匹配的图片。图片

呈现的表征必须与概念尽量一致，且数量不能太多，避

免学生在对概念进行空间思维时出现混乱。学生在看到

此概念时，就会呈现出与抽象概念最接近图片，有利于

学生对概念回忆。对立体思维能力提升，教师要充分发

挥主导性，带着学生将空间位置、空间关系、空间分布

弄清楚并构建形成统一整体，使学生在头脑中建立起有

关概念的立体空间模型。近些年环境设计成为立体思维

发展的主流模式，可通过对环境的设计来增强学生立体

思维能力的培养。

3. 地理认知能力培养中注重学生不同的认知方式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族别和性别的学生地理

认知能力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性影响了学生地理认知方

式。因此在地理认知能力培养中，多注重族别和性别的

差异性。学者研究发现认知方式与认知能力有显著的

正相关。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依据学生认知方式差异设计

恰当的教学策略，以提高地理认知能力[8-9]。如对于场

依赖型的学生适合强调“社会敏感性”教学方法，教师

主要扮演帮助者的角色。场独立型的学生喜欢独立思考

和学习，让场独立性型认知方式的学生多进行合作学 

习[10]。

4. 针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设计教学对策

认知心理学对获取知识的过程，更加强调人的主

观能动性[11]。教师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培养学生

学习地理的主观能动性。对视觉型学习风格的学生突出

其视觉通道对学习的作用，而不再用过多的言语进行解

释分析；对于听觉型学习风格的学生就发挥其听觉通道

的优势，通过详尽的描述使学生获取知识，图片知识是

发挥视觉通道作用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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