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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知识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等特点，侧重于学生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能力的培养，在教材中占据重要

地位。本文依据教材及课标，从试题考查特点、能力结构等角度解读2023高考地理全国乙卷“气候知识”

题组，发现试题注重图像语言的使用，侧重关键能力的考察，依此提出相应的解题思路与教学优化建议，

以期更好地指导地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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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knowledg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regionalism, which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region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limate knowledge” question set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y 
examination Paper B of the 2023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mina-
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bility structure, and finds that the ques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image language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key abilities. Based on this, corresponding problem-solving 
ideas and teach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better guide geograph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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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高考试题是反应基础教育改革变化的载体。高考地理试题以其综合性、应

用性和创新性等特点，重视对地理能力与核心素养的考察，更好地指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随着全球

气候问题的加剧，掌握与气候相关的地理原理变得尤为重要。气候知识作为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不仅

与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也与人文地理领域涉及到的人类生产活动、生活习俗

和文化产业等，选修模块的环境保护、自然灾害与防治等密切关联，更贯穿之后的区域地理学习[1]。2023
年高考地理气候知识试题组侧重将气候知识与其他知识结合，考察学生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能力，因此

掌握气候知识试题特点及教学导向，形成有效的解题策略是培养地理核心素养的具体途径。 

2. 试题呈现 

依据高中地理课标对 2023 高考试题进行解读，统计气候相关的试题共 6 题(题号为 7、8、9、10、11、
37(2))。本文节选全国乙卷第 7、37(2)题进行试题呈现： 

新西兰南岛上的南阿尔卑斯山脉(约 42˚S~45˚S)位于板块边界附近，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形态受板块运动和以

流水为主的外力作用共同影响。某科研团队对该山脉东西向剖面形态进行研究，观测到目前该山脉仍在升高并向西

扩展；模拟研究表明未来该山脉升高速度逐渐放缓，高度将趋于稳定。据此完成 6~8 题。 

7. 假设不受内力作用，在外力作用下，该山脉(  ) 

A.西坡侵蚀强烈，山脊线东移           B.西坡侵蚀强烈，山脊线稳定 

C.东坡侵蚀强烈，山脊线西移           D.东坡侵蚀强烈，山脊线稳定 

37.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夏威夷岛人口密度低，以第三产业为主。该岛海拔 2400 米以上区域常年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800 米以下区域

受信风控制。1958 年以来，科学家在夏威夷岛上的观测站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开展观测，是全球最早对大气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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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浓度进行持续观测的站点。观测得到的数据被普遍认为能够反映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变化，为科学认识

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注：材料给出夏威夷岛位置与地形图) 

(2) 从大气环流角度，分析该岛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对观测数据未构成明显干扰的原因。 

3. 试题解读 

3.1. 试题考察特点 

试题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解题能力，将气候知识与各类知识融合，强调知识的融会贯通。如第 7~8
题考察世界气候分布，要求学生在构造–气候–地表过程相互作用的框架下，探讨新西兰阿尔卑斯山脉

地形的塑造过程。第 9~11 题，通过比较分析两地间的气候差异，考查时差计算和海陆位置及热力性质对

气温的影响、影响气温的因素。第 37(2)题，围绕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引导学

生从地理位置、大气环流(气压带与风带)等方面思考气流与二氧化碳扩散过程。 

3.2. 试题材料背景 

试题素材的选择立足于基础知识，又与生活情景和实际问题结合，侧重考察综合分析与迁移应用能

力。气候升温、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

成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2022 年教育部印发《加强碳达峰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

作方案》，要求将绿色低碳理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3]。因此，掌握与气候相关的原理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环境保护意识。试题第 37 题的材料聚焦“二氧化碳浓度”，分析人为排放二氧化碳带来的影响，有

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现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树立建设美丽中国的环保

意识。 

3.3. 试题图像语言 

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4]，具有辅助教学的功能。历年与气候相关的选择题多是纯文字材料，

非选择题采取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展现的图像类型主要为地理统计图、地理景观图、等值线图、区域

图、地理示意图五大类[5]。 
本试卷的非选择题 37 题选取等值线图和区域图两种方式展示素材。区域图是气候知识试题中一种最

常见的图表，它与地理学的区域性和综合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高考地理试题总是受限在某一个尺度之下，

使用区域图更能对区域的自然要素进行呈现。其中大尺度如 37 题的世界地图，小尺度的地图呈现了夏威

夷岛的地形图。 
其余 5 题气候知识选择题采取文字描述呈现小尺度区域。尽管试题无图，但文字材料将地理事物的

位置及空间关系等描述准确，学生调取储备的地图知识，将文字里的空间信息转化为图像语言，并结合

材料推断出该区域的地形气候等特征进行解题。比如试题第 7 题，题目中对南阿尔卑斯山脉的位置(约
42˚S~45˚S、东北–西南走向)、特点(位于板块边界附近)、状态(该山脉仍在升高并向西扩展)进行描述，

学生可依此在脑海中绘制解题辅助图示。 

3.4. 试题能力结构 

根据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与高考地理考试大纲的相关要求，主要考查图 1 所示的地理基本能力[6]。其

中，获取和解读能力是答题的基础；调动和运用能力是在对地理信息的获取和解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

原有知识储备来解决具体问题[7]。描述和阐释能力侧重于对于地理事物成因与影响因素的解释[8]。论证

和探究能力是学生应用自身现有的地理知识与方法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四大地理基本能力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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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逐步递进，共同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 
对高考地理气候知识试题的地理能力进行分析，发现选择题通常涉及考查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

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第 7、11 题考察描述和阐述地理事物，第 8、10 题考察论证和探

究地理问题的能力。非选择题重视对四种地理能力的综合考察。因此学生对于气候知识的学习，不能停

留在知识层面，应将知识迁移转化，提升综合思维能力。 
 

 
Figure 1. Geography questions examine the ability structure 
图 1. 地理试题考察能力结构 

4. 解题思路 

针对此类试题，学生要构建“设问–情境(命题思想)–必备知识的联结”的认知思维结构。要厘清学

习的知识是解题的根基，构建知识结构，联结所学知识。 
1) 剖析考查要素，把握命题思想 
学生学会用学科的概念、符号、方法和思维来分析情境和提炼问题，借助逻辑思维工具形成网状框

架，从宏观上把握该题考察的尺度和时空观念，价值观等要素，从微观上联结解题必备的核心概念，寻

找到学科核心素养、能力、知识与试题情境之间的结合点，把握命题思想。如全国乙卷第 7 题，学生要

剖析题目所给的关键要素(对象、位置、特点、状态)，从时间上把握要素的动态性：该山脉仍在升高并向

西扩展。把握命题思想：在内外力影响下分析山脉的发展状况。 
2) 解读地理图像，提取关键信息 
视觉解读是学生在视觉感知的基础上对地图视觉信息建立意义建构的过程。视觉解读关键的环节是

将己有的知识经验与视觉信息进行有效连接和整合。高考试题综合性较强，题目较复杂且陌生，因此要

准确解析题中的地理视觉信息，将其转化为地理文字语言辅助解题。如全国乙卷第 37 题给出夏威夷岛在

地图上的位置以及该地区的等高线图，要采用逆向思维：顺利解题需要哪些信息的帮助？材料所示图片

想给我提示什么信息？结合现有的信息可以推断出什么结论等？以此为切入点提取关键要素，找出辅助

解题的关键信息。 
3) 形成逻辑思维链，构建解题框架 
从试题材料入手，框选出解题关键要素，借助高度结构化的认知学习图式如“思维导图”，将地理

知识从宏观至微观两个层次进行关联，形成图 2 所示的解题逻辑思维链，以此说明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

结构、联系，地理现象空间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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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2023 National Volume B question 7 problem solving thinking chain construction 
图 2. 2023 年全国乙卷第 7 题解题思维链构建 

 
如全国乙卷试题 7：横向宏观的思维链从“地质构造运动”到“板块边界附近”至“板块消亡边

界”，中观的从“气候”到“纬度位置”至“受盛行西风控制”，微观的从“地表形成过程”到“东北

–西南走向：迎风坡和背风坡”至“沿海，海浪侵蚀强烈”。 
纵向平行思维链，一是从“地质构造运动”到“气候”至“地表形成过程”，二是从“板块边界附

近”到“纬度位置”至“东北–西南走向—迎风坡和背风坡”，三是从“板块消亡边界”到“受盛行西

风控制”至“沿海，海浪侵蚀强烈”。 

5. 试题评价及优化建议 

5.1. 试题评价 

1) 体现地理学科特色，彰显课标理念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具备语言解码能力、符号理解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信息搜索能力、

信息整理能力等。2023 年高考地理试卷充分展现地理学科特色，体现综合性、区域性以及应用性。试题

素材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重视考察学生的关键能力，扩展答题空间；以区域图为载体考查区域的自然、

人文要素，关注区域之间各要素的相互影响，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意识与区域分析能力。 
2) 命题坚持能力考查，彰显育人价值 
2023 年高考地理气候知识试题借助高考评价体系，考查学生的四大地理基本能力，能有效地将学生

的综合思维能力与个人发展潜能区分开来。试题的知识背景基于课标与教材，将学科知识与社会实践紧

密结合，引导学生聚焦地理热点问题，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针对人类各种活动存在的合理

性展开判断与讨论，树立学生的人地协调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彰显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 
3) 信息铺垫不合理，试题难度较大 
地理试题信息铺垫不合理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信息铺垫过多，解题素材较充裕，导致试题难度

降低，对地理关键能力的考察不到位；另一方面在于信息铺垫过少，缺乏必要材料信息支撑，学生无法

正常答题。因此学生需要对各种地理信息进行提取，分清问题的递进层次，采用地理学的方法重构知识

图式，将知识进行自我转化，从而举一反三。 

5.2. 优化建议 

1) 深化内容改革，体现核心素养 
高考地理命题注重考察学生的地理学习能力和地理素养，因此试题内容的选择应具有基础性与时代

性。将“新时空”与“地理现象”组合成“新情境”，透过“新情境”考察“地理基础知识”，关注知

识的形成过程、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考察区域认知与综合思维能力。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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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要具有地理学科特色，蕴含人地协调观理念，彰显地理学的“育人价值”。 
2) 优化情境设计，增强试题灵活性 
高考地理试题部分存在主题设计不明确的问题，容易导致学生走入解题误区。应合理创设生活实践

情境与学习探索情景，设计多种多样的问题呈现形式与设问方式，增强试题灵活性，让学生积极主动地

发现问题、寻找规律并得出答案。促使学生进一步摆脱“死记硬背”以及“机械刷题”的困境，培养理

论与实际相联系的科研型人才。 

6. 教学导向价值 

高考试题能有效的引导教育教学的实践。从高考试题的具体呈现方式来看，学生要顺利解题，需要

具备综合思维能力、视觉联想能力、区域认知以及地理实践意识。 
1) 注重综合思维，培养尺度意识 
解答气候知识相关试题时，通常需要学生对地理环境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分析，即综合思

维能力。教师应改变传统的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形式，采用启发式教学、情景式教学等模

式，关注知识点间的关联性，构建知识体系，分析不同尺度下地理事物的区别与联系，加深学生对时空

尺度的理解。 
2) 挖掘地图信息，培养视觉联想 
高中地理教材中地理图像占据很大篇幅，地理试题注重图像的使用。因此掌握解读地图视觉信息的

能力可以帮助学生准确地解析所需的试题素材。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多种方式展现地图视觉信息，

引导学生形成“图中有什么–在哪里–是什么”的联想认知模式，让学生能够“看见”各视觉要素直观

表达的显性地理知识，能“看懂”各视觉要素蕴含的隐性地理知识。 
3) 扩展区域认知，培养地理实践力 
基于地理学科的特性，气候知识试题背景材料主要采用区域图的形式。区域认知也是地理核心素养

的组成之一。因此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创设“考查、调查、实验”等实践活动的方式，将不

同的地理现象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从区域的不同角度，剖析不同时间与空间背景下的区域现象，培养

区域认知能力。在探究的过程中学生自主观察地理现象，分析论证地理问题，形成地理思维和地理能力，

培养地理实践力。 

7. 结语 

2023 年高考地理全国乙卷“气候知识”试题体现地理学科特色，重视地理图像的运用，考察地理图

文转化、综合分析的能力；试题素材基于课本又与实际问题结合，突出对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

运用地理知识能力的考查。但也存在部分试题信息铺垫不合理的情况，导致难度较大。高考试题后续可

以从问题结构、试题情境设计两方面优化，增强试题的灵活性。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地理学科思想和地理

教育价值观为引领，以综合思维为引导，创造性的整合相关知识、技能、思维和观念，培养学生的尺度

意识和视觉联想能力，提升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引领深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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