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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地理地质地貌类考题命题趋势及应对策略 
谭秋霞 

（福泉市福泉中学） 

摘要：近年全国高考地理试题整体保持稳定的趋势，但也追求着材料，设问，题型的等方面的创新。通过对近六年全国高考地

理试题研究发现，地质地貌类试题每年都有相应考题，侧重阐述地质地貌的演变过程，对外力作用的考查侧重沉积作用；题型从主

要以选择题为主到选择题和解答题并重。题目难度系数逐渐加大，具有一定区分度。并总结了应对策略：注重地质地貌类知识储备

和相关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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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地理高考卷的试题热然保持稳中求新的特点，试

题选取的材料注重时代性、贴近生活，题目设问着重考查考生的学

科核心素养，突出了立德树人、选拔人才、引导教学的功能。 

一、文综地理学科的命题依据 

1.高考的核心功能，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1]，

其中服务选才这一要求高考命题必须具有一定的难度系数和区分

度。 

2.从“考知识”到“考能力”的考查。高考评价的“关键能力”

是指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终身发展、

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主要包括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

语言表达、文字写作与创新能力等[2]。 

3.地理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

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或之后所形成的，

在解读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地理核心素养由人地协调

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等组成。 

二、地质地貌类命题趋势 

为了了解近年全国高考地理卷地质地貌类试题的命题特点及

变化，把握命题趋势，本人通过表格的方式对近六年的全国高考地

理卷进行了梳理和对比。 

年份 卷号 题型 题号 命题意图 

 

 

 

 

2016 

Ⅰ卷 选择题 7,8,9   考查堆积地貌形成的条件和过程 

Ⅱ卷 选择题 9,10,11 以河流河床断面变化考查河流域海洋的相互作用及修水库的影响

（外力作用对河流的影响） 

Ⅲ卷 选择题 10,11 以青藏高原经历的 3 次冰期的变化为载体考察地质时期气候变化和

冰川形成的条件 

年份 卷号 题型 题号 命题意图 

 Ⅱ卷 选择题 9,10,11 以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为载体考查外力作用及其地表形态 

 

Ⅲ 

选择题 7、8、9 以浮游植物切入，考察海水中浮游植物的变化与河流泥沙淤积的关

系。 

 

年份 卷号 题型 题号 命题意图 

 

2018 

Ⅰ卷 选择题 6、7、8 考查河床阶梯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征 

Ⅲ卷 选择题 6、7、8 以贝加尔湖的水深在加大，湖底沉积物巨厚为背景，考查地质构造

的形成及水体更新的影响因素 

年份 卷号 题型 题号 命题意图 

 

 

2019 

 

Ⅰ卷 

选择题 9、10、11 以黄河小北干流（堆积性游荡河道）考查河流地貌的发育 

解答题 37 以地中海、里海的演化综合考查板块运动和水循环的知识 

Ⅱ卷 选择题 9、10、11 本组题考查营造地表形态的主要外力作用 

Ⅲ卷 解答题 37 考查水文特征和流水作用 

年份 卷号 题型 题号 命题意图 

 

2020 

Ⅰ卷 解答题 37 考查外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以及地貌的形成过程 

Ⅱ卷 解答题 37 考查学生对流域地质过程及结果的分析 

Ⅲ卷 选择题 7、8 以地质剖面图为载体，考查岩层的形成过程和地质作用的影响。 

年份 卷号 题型 题号 命题意图 

 

2021 

 

甲卷 

 

乙卷 

选择题 9、10、11 考查珊瑚礁形成过程和原因 

解答题 37 以我国祁连山为载体，考查外力作用、地质作用过程、影响水分条

件的因素等知识点 

解答题 37 第 2 问 通过示意图的河流三合镇以下河段形成过程 

通过对近六年的全国地理高考卷的研究，可以发现地质地貌内

容上多考查利用相关地理事物的变化推导地质地貌的演变过程；对

外力作用的考查侧重沉积作用；题型从主要以选择题为主到选择题

和解答题并重。题目难度系数逐渐加大，具有一定区分度。 

趋势 1 地质地貌类侧重推导演变过程 

近几年高考试题对地质地貌的考查，试题通过呈现等深线地图

考查陆地和海洋地貌的演变或者陆地环境的改变；借助地质剖面图

要求利用倒推地质地貌的演变过程等。同时探究相关地理事物的成

因。  

例如 2019 年全国卷Ⅰ第 37 题，根据板块运动导致的山脉隆起，

改变了区域的地貌、水文和气候特征，层层设问，涉及这些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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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里海形成的影响，里海盐度的变化及黑海、地中海未来的演

化等；2020 年全国Ⅱ卷第 37 题，呈现横断山区的金沙江河段等高

线示意图，以金沙江断裂发育和金矿分布为背景，考查断裂发育原

因，并分析出露的金矿石转变成金沙江中沙金的地质作用过程。 

2020 年全国Ⅲ卷第 7-8 题通过观察、分析地质剖面图重建当

地在内外力作用下的地质演变过程。思维量大，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2021 年全国甲卷第 9-11 题，通过推导珊瑚礁的发育过程从而分析出海平

面的升降情况。 

分析地质地貌的演变，要注重整个过程的推理，同时在分析其

演变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时要注重从整体性的角度。 

趋势 2 地质地貌外力作用类试题侧重考查沉积作用 

高考地质地貌类对外力作用的考查以示意图、景观图为依托，

考查外力作用的判断、外力作用的表现形式，常见地貌的特点、类

型及成因。近年来高考外力作用类试题侧重沉积作用，风力沉积、

流水沉积，海浪沉积冰川沉积。 

例如 2017 年全国卷Ⅱ9—11 题借助贺兰山东麓洪积扇考查河流

沉积作用等。2019 年全国卷Ⅲ第 37 题考查河流沉积作用；2018 年

全国卷Ⅰ6—8 题根据河流上游河段的单侧断面示意图，考查区域内

部河流沉积作用的差异；2021 全国全国甲卷本题呈现祁连山某上将

盆地边缘的单侧断面示意图，分析冲积扇和山坡堆积物中砾石差异

及成因，并推导山坡表面的沙和粉沙的空间迁移过程。 

在沉积作用类备考复习时，注重分析沉积地貌与地理环境关

系，沉积物的类型、颗粒大小及分布位置等，沉积过程中沉积特征

及原因等的变化。沉积物分布位置，上游中游还是下游，迎风处还

是背风处，顶部还是底部。 

三、应对策略： 

1.强调地质地貌相关基础知识储备的重要性。地质地貌类相关

题目不仅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还考查灵活运用地理知

识探究地理事物的成因和过程的能力。 

2.培养学生读图析图能力，和从材料获取有效地理信息的能力。

地质地貌类题很多信息是以示意图形式呈现的。 

3.地质地貌类题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特别是解答

题。所以平时教学时培养学生地理逻辑思维能力。平时做地质地貌

题目时可以训练学生构建思维连，绘制思维图。 

4.注重培养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地质地貌类题目侧重

演化过程的分析和阐释，侧重成因的说明，所以要培养学生用言简

意赅的语言来阐释地理事物和地理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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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面对工作[4]。高校体育课程发展已较为成熟，那么若想

进一步提高体育课堂的实效性，教师就应当融入多种方法的课堂形

式，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保证自身身体健康发展。 

在现今的大学校园中，我们不难发现，操场已经成为校园活动

举办得主阵地，而并不是学生锻炼身体的平台，学生在操场中的运

动也多以散步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缺乏运动意识。所以校园

在组织活动时，也要积极进行体育活动的组建，让学生在参与活动

的过程中提高运动意识，以此促进大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 

（三）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学

生与小学生不同，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那么若想落实大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教师就应当从课堂教学着手，利用多样教学，让学生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固定的体育课堂内都有固定的课程，那

么若想保证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教师就应当将固定的课程进行

发散，让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学习形式，以保证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高校教学的优势就是学生都已经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形

式，这是优势，也是劣势，也正是因为学生思想的固化，难以和教

师的教学理念实现融合。因此，教师的教学就应当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由教师进行筛选与整合，保证课堂教学的

高效性。比如，轮滑教学是培养学生的平衡能力和身体协调力，但

是传统的课堂模式，教师大多会将基本方法讲述后，让学生自行练

习，学生的身体素质得以发展，但创新能力难以提升。这时教师就

可以收集学生的想法，并进行整合，有的学生会将轮滑障碍摆成各

种各样的图形，然后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此方法中进行优化。

将障碍物设置成多种多样的形状，让学生进行比赛，而形状的选择

也要以学生为主，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竞

赛，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 

结论：总而言之，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学科已经成为一

门必修课程，这也是为学生大学时期的体育学习奠定基础。高校体

育课程具有多样性、针对性，那么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高

校体育教学也应当实施多种方法，既要符合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

也要符合个性化人才的现实需要，还要保证课程与理论教学相结

合。以此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高其创新能力与身体素质，

也为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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