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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考地理试题分析 
杨晓蕾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三高级中学  河南平顶山  467000） 

摘要：高中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包含了人地协调观、思维综合、区域认知以及地理实践。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成为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高中地理试题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测评的目标从以前的三维目标能力转变到现在的素养立意。
高考地理的方向也更加明确，试题内容更加新颖灵活。文章对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考地理试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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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地理区域，激发学生认知力 
地理学科中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区域认知是学生认知地理

环境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基于多样性的地理环境，高考试题
应在试卷中呈现不同尺度的地理区域，学生在掌握世界地理知
识的基础上，了解区域地理环境的特征以及各个区域的差异，
进而认识到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并作出准确的分析和
判断[1]。 

2018 年全国新课标卷Ⅰ•36 题中，针对题目和配图提出了
讲述俄罗斯配建港口对该项目及周边区域发展的经济价值、说
明采用模块化施工方式对该项目建设的益处、分析开发白令海
峡-北冰洋航线对提高该项目产品市政竞争力的作用、指出该项
目合作中体现的中俄两国各自优势四个问题。题目设置基于中
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创设情境，将区域认知的素养目标完
美的体现了出来。在第二个问题中利用模块化施工方式考察了
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在第三个问题当中利用项目对我国能源
的影响问题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试题的新颖处在于，对
学生进行了空间区域构建的引导，使其能够进一步了解区域知
识结构，强化了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感想、
敢为的思维。 

二、关注学生综合能力、以视角变化推动学生思维 
地理学科有着综合性特点，综合思维是指学生能够运用综

合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地理环境。2018 年全国新课标卷Ⅰ•37 题
目加配图形式，给学生提出了四个问题。题目信息中为学生提
供了宏观思维聚焦，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扎龙湿地的整体地貌。
而前三个小问题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次题目从不同的角
度对学生的迁移思维进行了考察，第二个问题是让学生进行分
析，探讨的空间比较大，对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问题设计的有层次性同时也有深度和内涵。最后合理定焦观点。
该试题设置的四个问题充满了意境，能够激发学生展开想象。 

三、关注体验，以实例发展学生实践力 
地理的实践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户外调查、社会调研、

模拟实验等等都是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应具备的能力和品质。学
生有了良好的实践能力，才能充分运用地理工具去完成相关的
实践活动，才能对地理产生探究的欲望和兴趣，并用地理眼光
去认知地理环境[2]。而高考试题中如何去考察学生的地理实践
能力，则需要借助真实事例和案例，构建评价平台。 

2018 年全国新课标卷Ⅰ•9～11。题目给出了小明从重庆出
发到贵州毕节旅游的相关路线信息图，并要求学生按照图例完
成相关的题目。该题材来自于生活当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创
设的问题情境。题目中考察了学生对太阳方位以及高度在日变
化中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是典型的理论加实践的案例。学生
能够从题目中感受到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同时也
是对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能力的考察，对发展学生地理
实践力素养起到了推动作用。高考地理试题中不仅需要考察学
生的知识技能，同时还需要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注重对学生的
引导，使其能够运用地理知识，在地理视角中去思考事物演变
的过程，从真实的感受中对地理有理性的认知，进而建立起知

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使学生从中有所感悟，进而引发价值判
断的变化。 

四、关注和谐，以过程优化集成协调观 
人地协调观是指人们能够认识和理解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构

成协调关系的必要性。学生具备人地协调观，才能更清楚的了
解到地理环境对人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等，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人地产生矛
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建议[3]。在高考地理试题中，要针
对当前人口现状、资源以及环境等相关问题，让学生从中认识
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应与自然和谐发展，
通过知识学习、应用，使其成为和谐世界的塑造者。 

在 2017 年全国新课标卷Ⅱ·36 中，根据山西省焦煤资源信
息提出了四个问题，从情、境、理中为学生创设了真实的情境，
并将人地协调的观念渗透到案例当中，这同时也是地理核心素
养的升华表现。入情的表现为题目是以山西焦煤资源为情境，
通过分析和判断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措施入手评测学生的人地协
调观素养。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变化，促进学
生具备良好的国家情怀。在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中，是利用入境
检测学生人地协调观素养，通过置身于污染环境中，用理性的
思维，借助事实进行分析。入理是衡量人地协调观素养的重要
表现。在试题中从人类如何因地制宜的进行工农业发展，以及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中，环境反作用于人类生活时，人类采取的
措施。这种问题导向是对学生运用综合思维的方式进行分析和
探索的引导。从题目环境的特征，去分析题目给出的问题，在
分析和探索中不断的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同时将知识功能转变
为知识素养，使其能够对人地关系有更加科学的认识，进而树
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 

总结： 
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地理实践作为地理核

心素养已经逐步渗透到地里高考试题当中。高考复习中，教师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生智慧、将学科的内涵和人文思想设计到
相关习题当中，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是教师需要具备的能
力，同时也是新课改的具体要求，是教学的需要。教师应将核
心素养的培养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知识技能，
能够运用地理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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