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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析 地 理 综 合 题 简 答 和 论 述 的 方 法 

徐祗文 

(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中学部 ，北京 100070) 

在前段时间丰 台区地理教师培训活动中，石景 山区的王老 

师给其他老师们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大家都感到受到了很大 

的启发。王老师讲到高考的作用时，提到高考有一项功能—— 

考查知识的难易度，一般为0．55；两个“有利于”——有利于生活 

和社会发展；三个“贴近”——贴近时代、社会和生活；四项能力 

要求——提取、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的能力；阐述、 

描述地理事物的能力；综合、推理和论证问题的能力。但多数学 

生都有三个弱项 ：数理化知识弱 ；地理空间定位弱 ：运用地理语 

言描述地理原理弱；使学生在做综合题时，都有“四怕”：一怕 

串——知识点的串联 ；二怕变——材料的创新：三怕乱——知 

识的综合 ；四怕算——运用地理原理 、规律 ，求证各种地理数 

据。导致学生对综合题看不出，读不懂，说不明。我根据个人的 

教学实践，简单分析简答和论述型综合题的答题思路。 

地理综合题的基本类型有填充 、判断、匹配、绘图、简答、 

论述等。现在地理综合题的题型设置大多为几种基本类型组 

合的复合式题型。综合题中的填充、判断、匹配等属于客观性 

试题 ，是被规定 了结论而成为有 唯一答案 的题 目。而简答和论 

述题属于主观性试题，主要作用为：(1)可以考查学生的地理 

思维能力。如分析概括能力 、组织材料能力 、讨论问题 能力 、文 

字表达能力等。(2)能够考查学生综合认识问题的程度。(3)可 

考查学生解答问题 的思维过程 ，充分 了解学生对问题的掌握 

程度。对于简答型综合题，由于答案字数较少，只要相应的知 

识掌握了，在答题时一般不会出现问题。而对于论述型综合 

题 ，因为答案 文字较多 ，且 需要语言 的组织 ．学生在此 方面能 

力有所欠缺，得分情况很不理想。常常导致许多学生考试结束 

了，感觉很不错 ，觉得试题要求回答的地方都写满了。但等试 

卷发下来，发现与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特别是综合题部分 ，得 

分率很低。因此研究和掌握好这类题型的解答方法和技巧．对 

大幅度提高考试成绩是有很 大帮助 的。 

常见 的答题错误现象有以下几种 

1．用现象解释现象： 

2．只有原理 ．没有分析 ： 

3．分析不具体 ： 

4．分析不全面 ： 

5．答非所 问 

那么，如何解答简答和论述题综合题呢? 

1．认 真审题 、获取 信息 

(1)审题的层次性 

地理综合题常以地图的形式呈现，必须先把地图读懂才 

能根据问题所涉及的知识或技能要点去组织答案．所以审题 

要注重层次性。 

第一层次：确定地理位置。①根据经纬度位置或海陆位置 

准确定位；②根据其他地理事物的特征推测，如山脉、河流、湖 

泊、交通线 、城市、矿产地等。 

第二层次：观察问题所涉及的知识点属于哪方面的内容。 

在确定所属知识的基础上 ，从头脑中把其提取出来思考答题 

(2)审题 的准确性 

高考地理综合题是考查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思维能力，但知识是能力的载体 ，只有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 

形成超强的能力。所以，在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在审 

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细节，特别是对试题提供的所有信息 

进行细致 的综合的分析 ，这样才能不失分或少失分 

2．提取信息 ．组 织答案 

(1)答 案的方 向性 

就 是实现 “实践 ”一问题 与“理论 ”一基础知识 的对接 ．分 

析解决该 问题所应用的地理原理 ，实现知识 的迁移和应用 

(2)答案的逻辑性 

就是将 已知条件 和所 问问题 ．即事物 的前 因后果组成一 

条“知识链”，各知识 点环环紧扣 ；“知识链”的起点 是情 景中的 

已知条件 ，终点是指向问题 

(3)答案的全面性 

就是在答题时，思路要开阔，思维要流畅、灵活，在确定了 

答题的方向后 ，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进行思考，确保答案全 

面 、完整 ，避免失分 。 

3．答案简洁。簪理分明。 

有的学 生答题 时唯恐答不 全 ，于是 就把许多有关联的答 

案都“堆 ”到试卷上 。其 实对 于简答论述题是按要点给分 的．只 

要答案中反映出该题的要点，就会得到相应的分数，尤其是文 

综的地理学科 ，即便是简答题分值也并不太高．一般为3—8 

分 ，多答而答不到要点上是不会多得分 的。分值是命题人依据 

答案的要点设置的，一个要点一般为1—3分，故题目的分值也 

是学生答题的一个参考。学生在答题时要做到简明扼要 、条理 

分 明、切 中要点 ，绝不能 以分析 、论述 的方式来 回答。并且最好 

在各要点前标上序号，使人一 目了然 ，这样既能得高分，又能 

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 

4．规范用语 ，避免 口语。 

在平时练习中就要有意识地规范答题语言。一是尽量使 

用学术语 言来表达 ，忌 口语化 。如把“劳动力 丰富”答成 “人 口 

多 ”，“夏季径 流量 大”答 成“夏 天流过的水多 ”．“南方种水稻 ” 

答成“南方种大米”，等等。二是尽量使用教材中的语言．因为 

教材中的语言表达是最科学也是最规范的，更容易得分。 

5．扬长避短 ．重置要点 

在答题 中，对 于答 案中 自已有把 握的 ．确信无疑 的部分要 

准确 、有 条理地书写 ，并 且要全面 ，要写在 前面 ，这是“扬长 ”； 

而对于答案中自己拿不准、似是而非不能判断正确与否的部 

分，在不影响答案完整和得分的情况下尽量回避 、少写 ，写也 

要写在后面 ，这是 “避短”。 

6．适 '-3检查 ．完善优化 。 

每道综合题做完后 ，要留2—3分钟的时间。首先，检查审 

题是否有偏差 ，各小题的侧重点把握是否正确：其次 ，看答案 

是否齐全完整，层次是否清晰，表述是否规范：最后，看答案中 

是否有病句、错别字等。 

复习，就可以把高三的迎考做得更好 ，真正提高高考英语复习 

备考的有效性，在高考中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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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 复 习 ：有效 进行 学业水平测试 复 习方 案之一 

以“自然地理 环境的整体性”为例 

孙 艳 红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江苏 苏州 215101) 

江苏省学业水平测试的命题指导思想：注重测试学生对 

高中地理必修课程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 

度 ．以及学生初步运用所学 的地理知识 、技能与形成 的地 理观 

念．分析地理问题、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针对这一指导思想 

复习时必须有所侧重，夯实基础，进而提高能力。因此在学业 

水平测试的复习过程中，我利用学案进行复习。学案的组成主 

要 由四部 分内容组成 ：考点和 知识点 、案例分 析 、真题赏 析和 

真题演练。 

首先针对考点要求制定基础知识纲要 ，把考点 和知识 点 

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复习目标更加明确，有的放矢。学案的 

第一部分将考点和知识点有机结合。 

第一部分 ：考点和知识点有机结合 

高一学习的知识 ．部分学生已经全部或部分遗忘 ，要使 

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把遗忘的知识拾回来，就要使复习做到 

高效 ，学案 就好 比一盏 灯为 学生指 明复 习 的方 向 ，提高复 习 

的效率。 

对于“考点”．学生只能从2011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测试说明中了解．而且比较模糊。现在把考点具体到每一章 

节．甚至是每一个知识点，学生就更加清楚明了。并按照要求 

对相应知识进行掌握，比如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考点一：知道地理环境的组成要素：知道自然地理要素 

(生物 )在地理环境形成 和演变 中的作用。 

1．自然地理环境由 等地理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并 

非简单地汇聚在 一起 ，或偶然地在空 间上 结合 起来 ，而是通过 

等过程，进行着 ，形成一个 的整体。 

2．生物既是 自然地理环境的 ．又是 自然地理环境 

的 。生物对 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 ．归根结底是 由于绿 

色植物能够进行 。 

案例分析：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表形态是在流水的侵 

蚀作用形成的。 

由此可见 ，第一部分主要由考点和知识点的结合及相应 

的案例分析组成。考点和知识点使得复习目标明确，而通过 

案 例分析 ，学生初 步运用所 学的地理 知识 分析地理 问题 、解 

决地理问题的能力，这正符合江苏省学业水平测试的命题指 

下面列举一例，说明简答题思路。 

(2006年高考北京卷)读下图，完成下列要求。 

噩翻 

囝 目凳亲 

(1)指出图示区域柑橘冻害分布特点，分析甲地无冻害的 

原 因。 

(2)简述三峡地区社会经济因素发展变化对柑橘生产的影响。 

(3)按加工层次，柑橘加工业划分为以罐头生产、原汁榨 

取 为主的初级加工 业 ，以饮 料生产 、香精 与色素提 取 、果 酸加 

工为主的中高级加工业。分析甲地柑橘加工业的区位优势 ，说 

明不同加工层次的布局指向。 

(4)说出图中轻冻害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5)与图中严重冻害区同纬度的大陆西岸也种植柑橘 、说 

明其气候特点和形成原因。 

解析：本题为典型的简答型地理综合题。由图看出冻害的 
程度由南向北逐渐减轻，即随着纬度升高而加剧，随纬度降低 

而减轻 ；甲地位于四川盆地，周围有山地阻挡 ，冷空气不易入 

侵，因此此地无冻害：社会经济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从 

国家政策、交通运输条件 、科技发展和市场等方面进行分析； 

甲地发展柑橘加工业的区位优势主要有原料丰富，市场广阔， 

劳动力资源丰富等；初级加工业是原料指向型工业，中高级加 

：业是市场指向型工业。 

答案 ： 

(1)冻害程度随纬度升高(或大致从西南向东北)加重 ；甲 

地受周围山地阻挡，冷空气不易入侵。 

(2)A．政策支持力度加大；B．交通运输条件改善；C．柑橘保 

鲜 ，冷藏等技术发展 ；D．市场地域的拓展 。 

(3)A．原料丰富；B．市场大；C．劳动力成本低，等等。 

初级加工业是原料指向型工业 ；中高级加工业是市场指 

向型工业 。 

(4)A．酸雨 ；B．土壤侵蚀 ；C．土壤和水 体污染 ，等等。 

(5)气候特点 ：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 

原因：冬季受西风影响温和多雨，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炎热干燥 

在平时练习、考试中，尤其是高考中的试题命题不断成 

熟 ，逐步完善 ，地理 主观题也在稳 步变化着 ，而且 所 占比重 也 

较大。这就要求学生除了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 ，培养过硬的基 

本技能外 ，还应有科学 的解题技 巧和正确的应对策略 ．才 能在 

考试 中取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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