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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理理

“城市”专题复习策略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 李欣雅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教研员 王 锰

2023年北京市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在地理学科的考查中进一步突出北京特色，注重对地理要素全面辨识与综合分析的考

查，适应北京考生视野宽、思维活、知识广等特点。这一特点要求考生要学会整合模块内容，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充分挖掘图文资料信息与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学会用整体性思想思考、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城市》专题

为例，帮助考生梳理复习思路。

明确考查重点 厘清重要概念

构建复习知识框架需要从课标内容要求出发，“城市”专题涉及的课标点如“结合

实例，解释城镇和乡村内部的空间结构，说明合理利用城乡空间的意义”“运用资料，

说明不同地区城镇化的过程和特点，以及城镇化的利弊”“以某大都市为例，从区域空

间组织的视角出发，说明大都市辐射功能”等。基于以上课标内容，考生在复习中需

要辨析以下重要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城市功能、城市的辐射功能：城市功能是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

生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有生产、服务、管理、集散、创新等功能。概念中列举的

城市具体功能是答题时需要关注、并在图文材料中寻找的内容——例如高校、科研院

所的图例较多分布在图中，则可以考虑体现了城市的创新功能。城市辐射功能的概

念需要结合城市功能去理解，是指城市各项功能对其所在区域的综合影响力和发展

带动力。城市辐射功能是以城市功能内涵作为主要回答内容，而辐射功能的强弱主

要受城市的规模等级高低、城市腹地范围影响。腹地则会因其与城市具有紧密的经

济、文化联系，从而在产业结构发展方向、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等方面有所不同，体现

了因地制宜的思想。

（2）区域空间组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构成具有一定功能

和结构的城市体系。而城市体系的构成体现了关联性，而区域的关联性源于区域在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区域因彼此之

间的差异进一步加强了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人流、物流、资本流和信息流在区

域间流动。

（3）城镇内部空间结构：城镇土地利用的专业化形成不同功能区，而各种功能区

在空间的组合形成城镇内部空间结构。

剖析典型试题 归纳解题思路

高考中的试题是基于真实区域构建的情境，这要求考生要注重在读图文资料时

整合相关地理信息，并做到能调用自身储备知识，学会解释、分析、解决特定区域的具

体地理问题。

一轮复习中，学生需要回归知识本质内容，透过习题辨析考核本质，在审题时明

确题目考核的主要课标内容，并在复习时对相关习题的课标考核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把握问题形式。

【2022年北京高考】 美国塔科马市（47°17′N，122°28′W）是位于北太平洋

东岸的港口城市，人口约21.9万（2020年）。该市一位名叫约克的年轻人非常喜爱中

国文化，工作之余经常前往图书馆读书，或漫步公园游憩。1873 年，横贯美洲大陆的

北太平洋铁路建成。这条铁路成了分处铁路两端的约克曾祖父母缔结姻缘的纽带。

他们初识时，位于铁路西端的塔科马仅千余人，到1889年，人口达3.6万。右图中示意

塔科马市内部空间结构。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概述该市兴起与发展的过程。（5分）

【答案】 北太平洋铁路建成后，人口数量增多，城市逐步兴起；海运和陆运交通联系

日益紧密，带动产业发展，城市服务功能日趋完善，用地规模逐渐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

【解析】 文字材料以约克曾祖父母的故事呈现，体现城市服务设施、功能区与城

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关系。试题通过故事呈现其情境与问题，这需要考生先从问题中

明确考查课标内容、构建答题知识框架，进而从阅读中提取与之相关的事例填充入知

识框架，联系题目中的情境，联系多种人文地理要素，应用核心概念回答。

首先，确定城市的兴起考查的课标点是“城市区位因素”，需要考生从自然因素和

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出发进行回答；城市的发展过程着重考查课标点“城镇化过程和特

点”和“大都市的辐射功能”，需要考生在阅读时关注材料中体现的城镇化标志——人口

数量变化、建设用地规模、产业结构变化等方面内容，同时提取材料中大都市对周边区

域在辐射方式和辐射内容上的变化。

第二，考生在阅读材料的同时需要关注不同人文要素之间存在的联系和相互影

响，多种人文要素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基于此可以进一步锁定具体回答内

容，即北太平洋铁路建成、交通建设发展促使人口在该地区聚集，该城市兴起。

第三，后续材料中的关键词“港口城市”“铁路”，表明城市后期作为港口城市，海

陆联运，交通联系的日益增强与大都市辐射功能的概念密切相关，因此考生要建立要

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结合图文资料与城市辐射功能的概念梳理，可以归纳总结交通联

系加强会进一步影响产业发展，并使用地规模扩大、服务功能日趋完善。

总之，问题提示了核心考点内容——兴起与发展。考生要在图文材料的阅读中

分析城市兴起主要因素，发展过程则需要根据课标内容要求对应的概念，从人文要素

之间的联系入手，结合材料提及的信息筛选答题内容，进一步组织答题语言。本题考

查考生综合思维、区域认知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需要考生提升对材料信息的拆分能

力、对图文隐含信息的挖掘能力。在复习中，可通过辨析试题考查的概念内容，以此

建立试题与教材的联系，让考生从出题人角度探究试题的命制方向，在审题、审图、地

理术语表述方面进一步提升个人能力。

（2）归纳该市商业区的分布特征。（3分）

【答案】 临近港口和城市中心集中成片，沿主干道呈带状，在街角和居住区呈点

状分布。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课标点“解释城镇内部的空间结构”。题目重点在于归纳

城市内部功能区——商业区的分布，而结合概念辨析，可以明确居住区、商业区与工

业区等城市功能区属于面状事物，从而要将功能区分布特征的回答转化为对图中相

关面状事物分布的解答，此类问题需要从“整体规律、局部具体位置分布、特殊位置”

三方面进行归纳。

需要关注的是，图中的信息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如本题中商业区的形态特

征因其区位条件的不同，面积有所不同，因而在归纳时需要将其按面积形态分为点

状、带状、面状来进行描述。

结合本题的设计内容，在当前复习中，考生需要提升读图提取信息的能力及归纳

总结能力，在复习中灵活迁移已学知识内容。在复习中，考生需要加强审题、读图能力

的训练，通过精简圈画图文关键词提升试题信息归纳效率；考生也可结合具体地图，训

练归纳主要地理事物位置或分布区的题型，切实提升区域认知这一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关注要素联系 形成复习策略

实际上，以“城市”专题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内容的复习，应重点关注区域内部及区

域之间各自然和人文要素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即“一横”“一纵”两个维度：“一横”为

区域内不同人文要素之间、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之间的关系；“一纵”为不同区域之间

人文要素的相互关联。考生要抓住“一横”“一纵”的本质，并将其应用到对具体真实

问题的分析实践中，建立试题情境与教材的联系，通过不断地归纳总结，循序渐进提

升综合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