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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命题立意初探 
——以 2019年全国文综Ⅱ卷第 36题为例 

宋浩 

(重庆师范大学) 

摘要：为从地理教育的角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地理教学以培养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基本理念，这也对地理试题

的命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命题立意作为地理试题的命制重要组成部分，对试题的命题立意进行分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基于地

理学科核心素养分别从含义、主要内容及真题分析等方面对命题立意进行解读与分析。以期为教师在命制或选择地理试题时提供一

些思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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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确定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由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以及地

理实践力所组成，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作为考试命题的主要依据之

一，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分析命题立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为引领探讨试题的命题立意。 

一、概念界定 

1.命题立意的含义 

命题立意就是命题人测试或评价的意图或目的，具体指对应试

者在某种情境下,能否调用学科相关知识与技能、学科思想与观念解

决具体的真实问题的思维方法与能力的考查。此外，命题立意也直

接影响试题的质量，例如，有些试题仅对学生的知识方面进行考查；

有些试题不仅考查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而且考查学生对技能与能力

迁移与应用；还有的试题在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进一步考查

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学科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对学生的必备知识、

正确价值观念、关键能力及学科素养等方面进行全面而又综合的考

查[1]。因此，教师在命制或选择试题时应深入挖掘素材或试题中蕴

含的学科核心素养、价值观以及关键能力，更好地命制或选择试题。 

二、命题立意的主要内容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强调培养学生必备的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地理学科方面的必备的品格与关键能

力。新地理课程标准作为考试命题的主要依据之一，因此，命题立

意的主要内容要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引领。具体包括：必备知识

——知识立意，地理学科主体知识是试题考查的主要指标；关键能

力——能力立意，①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②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 

③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④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2]；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素养立意，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

区域认知及地理实践力[3]。 

三、“命题立意”的价值 

1.了解学生情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命题立意体现在试题之中，通过练习适度的试题可以有效检测

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关键能力及学科素养等情

况，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针对性的采取教学

措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教师进行教学反思，调整

教学。 

2.提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研究与分析试题的立意，一方面能激发教师更加深入学

习、理解新课程标准的教学基本理念，从而运用到日常教学之中服

务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师命制试题

的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四、真题分析 

1.真题链接 

[原题呈现]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云南省宾川县位于横断山区边缘,高山地区气候凉湿,河谷地区

气候干热。为解决河谷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问题,该县曾在境内山区

实施小规模调水,但效果有限。1994 年“引洱(海)入宾(川)”工程竣

工通水,加之推广节水措施,当地农业用水方得以保障。近些年来,宾

川县河谷地区以热带、亚热带水果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业蓬勃发

展。下图示意宾川县的地形（如图 1 所示）。 

图 1 宾川县地形图
 

（1）指出宾川县地形的主要特点,并推测耕地分布及数量的特

点。(6 分) 

（2）说明地形对宾川县河谷地区干热气候特征形成的影响。（8

分） 

（3）用水得到保障后，当地热带、亚热带水果种植业蓬勃发

展，从气候角度分析原因。（6 分） 

（4）以水果种植业为基础，提出宾川县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

展可采取的措施。（4 分） 

2.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命题立意分析 

本题以云南省宾川县为区域背景,以宾川县的自然地理环境为

切入点进行试题命制，主要考查学生图文转化能力、综合思维及区

域认知素养与运用人地协调观素养实现该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等

能力。 

(1)知识立意。地理学科主体知识是高考试题考查的重要指标，

以知识的迁移与运用为载体考查学生的地理学科方面的关键能力

以及学科核心素养考。本题考查的地理知识原理主要有：①地形特

征的描述；②影响耕地分布的因素；③地形对气候的影响；④气候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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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立意。能力立意是高考试题考查的主要目标，主要体现

在学生对试题的思考分析最后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上。第一小题能力

立意有①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②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依据是从

文字材料和宾川县等高线地形图分析得出宾川地形的主要特点，再

调动和运用相关的地理知识进而回答两个小问。第二小题能力立意

有①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②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③描述和阐述

地理事物；理由是从宾川县的经纬度可以得出宾川位于的气候区并

结合宾川地形特征，再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最后描述其原因。第

三小题能力立意有①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②描述和阐述地理事

物。第四小题能力立意有①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②论证和探讨地理

问题。 

（3）素养立意。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是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集

中体现，对学生的必备品格以及地理关键能力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地理试题必然以地理核心素养为引领，同时通过地

理试题的测试还可以检测学生地理核心素养掌握情况。 

第一小题的素养立意主要是考查学生区域认知素养，不同大小

尺度的区域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式各具特色的

区域特征，要求学生领悟到云南省宾川县地处横断山区，这一独特

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该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从而形成富有的特

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第二小题的素养立意是综合思维素养，综合思维具体包括要素

综合、时空综合以及地方综合。此题主要考查学生要素综合观（包

括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及地方综合观（区域特征、区域

差异、区域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本小题考查

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综合，气候特征由气温和降水两个要素组成，同

时气温和降水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宾川县位于横

断山区边缘，山高谷深的地形特征影响到气流的运动，因谷地盛行

下沉气流，气流在下沉的过程中易增温且谷地地形热量不易散失，

导致该地区热，同时气温因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汽不易凝结致雨，

从而在河谷地区形成干热气候特征。 

第三小题的素养立意是考查学生综合思维素养，主要依据是气

候是由气温和降水两个要素组成，其中气温又具体包括热量、日较

差、光照等要素，各要素分别对水果种植业产生影响，要求学生运

用气候的各要素来解决该问题，具体考查学生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综

合。 

第四小题的素养立意为人地协调观素养，人地协调观是地理课

程内容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看，人地协调观具

体为三大方面：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

的作用、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协调关系[4]。本小题主要考查地理环

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协调关系两大方面。

具体来说，该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宾川县的人们可以发展

热带、亚热带水果种植业并促进经济增长，让学生感触到地理环境

影响着人类活动，同时为促进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妥善处理

好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类才可以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本题以图文形式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创设了真

实的问题情景，考查的知识内容是地理事物特征的描述；气候的成

因分析；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本题

四种能力均有考查，素养立意明显，考查的核心素养有区域认知、

综合思维以及人地协调观。 

五、模拟演练 

图 2 所示山地为甲、乙两条河流的分水岭,由透水和不透水岩层

相间构成。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该山地被破坏的森林植被得以恢

复,随之河流径流量发生了变化,河流径流的年内波动也减缓了。据

此完成 1-3 题。 

图 2  
1.森林植被遭破坏后,河流径流量年内波动强烈,是由于（ ） 

A.降水更多转化为地下水      B.降水更多转化为坡面径流 

C.降水变率增大              D.河道淤积 

2.森林植被恢复后,该山地的() 

①降水量增加     ②坡面径流增加    ③蒸发(腾)量增加    

④地下径流增加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3.如果降水最终主要转化为河流径流,那么森林植被恢复后,甲、

乙两条河流径流量发生的变化是（ ） 

A.甲增加,乙减少,总量增加    B.甲减少,乙增加，总量增加 

C.甲增加,乙减少,总量减少    D.甲减少,乙增加，总量减少 

本题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引领的命题立意，必备知识——知

识立意为①森林植被的生态效益；②影响下渗的因素及河流的补给

类型。关键能力——能力立意为①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②调动和

运用地理知识；③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学科核心素养——素养立

意为人地协调观，具体考查的是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人类

活动与地理环境协调关系两大方面，依据是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

破坏会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各要素进而影响人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恢复森林植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可持续发展。 

命题立意作为试题命制的重要一环，学会分析或命制试题的立

意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提升教师命制地理试题的水平、提高教师教

学研究能力，而且还可以检测学生必备的知识、关键能力以及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掌握情况，进而调整教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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