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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红 从近两年的高考试题来看，高考试题的大体特征是：1

、区域地理得到进一步加强。纯自然地理的内容逐渐淡化，

向区域发展、区域协调方向延伸，地理意识增强；2、更注重

语言文字的表达；3、通识地理(一般性地理规律、大角度的

地理意识)性增强，注重地理概念、地理原理的应用；4、每

一组题都体现了对“地理热点”的考查；5、有利于选拔有学

习潜能的学生；6、淡解题技巧，重事物过程；7、个别题目

仍然有文字游戏的困扰。 在命题上变的是命题方向：少考算

的，多考想的；少考结论的，多考过程的；少考特殊解题技

巧，多考大众性思维。不变的是命题原则：突出学科主干知

识；突出地理学科特色；突出区域地理考查；突出社会热点

问题。 面对近两次的模拟考试，考生可能有很多困惑。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考生要清楚模拟考试的形式，让考生

提前练兵适应高考形式；对知识进行查缺补漏，为下一步的

学习找准方向；积累答题经验和技巧；对自己的学习状态有

正确的评价。因此，模拟考试之后考生要静下心来总结知识

方面存在的漏点、地理学习的弱点，明确今后学习的重点、

以及考试中涉及的热点。 在二模以后考生应该加强区域识别

和区域特征的总结，对基本地图要熟练掌握，它是落实地理

知识，把握地理事物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地理原理分析的基



础。对于小区域一定要通过特征和经纬度进行定位确认后进

行区域特征总结和差异对比。尤其是前面提到的热点区域要

更加关注。 针对综合题答不全面的问题，分析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地理学科最大的特征是综合性，又文又理，是

一个分支学科很多的综合学科。考生在答地理题的时候，首

先要建立一个原有知识的思维线索。比如，分析一条河流，

要有固定的思维线索：从气候角度分析，气候里面再细分，

气温、降水。气温决定了河流的蒸发量，有没有冰期、冰期

长短，冰雪融水补给的河流到了夏天给河流的补给情况等。

降水的时空分布决定了丰水期、枯水期等；地形对河流有什

么影响呢？地势起伏决定了流速，同时还决定了河流的流向

。大河东去，因为我们国家的三级阶梯。还有植被问题，植

被对河流的影响，黄河非常的典型。我们黄土高原植被覆盖

率比较低，所以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量比较大。 在剩下

的时间里建议考生做几个专项练习：物体运动原理专项(地球

、大气、水体、生物循环)、等值线专项、区位要素专项、地

理统计图表专项、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专项、人地关系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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