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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悉考查特点

分析区位因素必须考虑周边地理环境对其的影响，既

要与自然地理的气候、地形、水源、海陆位置等知识点相联

系，又需结合人文地理的知识、规律和原理。所以，区位分

析既能考查考生的综合能力，又能考查考生的人文精神和

人文素养，是高考（等级考）地理重点考查的内容之一。从

往年来看，试题的特点是真实的情境，真实的问题；主要考

查图文材料的分析、区位理论的应用、区域地理的储备、生

产生活经验的联系。

二、明确复习中的不足

分析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遇到区位因素的题

目，首先，考生往往是凭借记忆的基本答题模板，用固定模

式作答，套话、空话居多。其次，不能结合材料所给的地图

和文字信息进行提取、解读再综合分析，也就组织不出因果

关系明确、逻辑严密的答案，就会出现复制材料没有解读，

或答而不全的问题。

三、厘清作答思路

针对这些问题，考生该如何复习和作答呢？关于区域区

位因素问题的分析思路可总结如下：

1.站区域视角
与自然地理相比，人文地理现象更加复杂多变，空间差异

更大，地域性更强，综合性表现更明显。因此，对区位分析题

的解答多以区域地理为基础，特别要以局部地区区域地图的

辨认和地图信息的解读为依托，具体区域具体分析，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2.调已有知识
拥有扎实的知识是解题的基础。考生要站在某一区域

上准确调用区位因素的知识结构去解题。影响工业、服务

区位选择的因素和农业区位因素的知识结构大体是一致

的，但考生在分析工业区位时要关注技术的发展、地区的演

变、行业的兴衰，从动态的角度考虑区位的影响条件。

农业生产活动区位因素图

3.解地理信息
有了解题思路，考生再解读题目所给地理信息。地理信

息一般以下面三种方式呈现：

文字材料是提供信息常用的表达方式。考生提取文字材

料要注意提取关键的词语、语句等，然后根据问题以及原有知

识储备进行加工转化，进而解读信息。

地理图表不仅是提供信息的载体，还是考生分析问题的

依据。在解读区域图或地理图表时，除了图名、图例等信息的

获取之外，考生更要关注图中信息的空间分布特征等，准确解

读地理事物以及地理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

数据也是近几年地理高考（等级考）试题呈现信息的方式

之一。考生要将数据信息转化为文字信息，并与区域地理知

识联系起来。

4.用学科语言
用学科语言规范答题，就是用地理专业书面语言回答问

题，如地理名词、术语、概念等都要专业，避免口语化，表述应

准确，减少歧义，要做到规范表达。考生要结合具体区域具体

情境具体化作答，避免出现模板式答题的语言。

四、试题分析

下面举例验证前文提到的答题思路。

【例题】读图，回答问题。

北京动物园南侧的西外南路交通便利，两侧曾是大型服

装批发市场。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2018 年，北京金科新区

的核心区在此诞生。通过改造原有楼宇，金科新区吸引金融

科技、金融安全等相关企业进驻，推动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

促进区域联动。

简述在该地建设金科新区核心区的有利条件。

【站区域视角】
试题以北京动物园南侧城市功能的转化为背景材料，

提供了北京动物园南侧的西外南路及周边地区的区域图。

动物园批发市场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都很熟悉，但随着

城市功能的转化，许多产业面临转移和升级，以前的服装批

发市场变成了现在的金科新区，主要产业变成了金融与科

技产业。这是真实的情境，真实的问题。

【调已有知识】
影响工业的区位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科技、交通、

劳动力、政策、市场等。具体是哪一种，要结合所给地理信息

解读。

【解地理信息】
据图例信息和材料信息可知，此处具有交通枢纽、购

物中心等，所以设施配套较好，交通便利；附近邻近高校、

研究机构，所以专业人才丰富；此处周边有景点、公园，所

以自然环境较好；由图中信息的空间分布特征可知此处与

金融街、中关村科学城南北相联，所以可以区域协同、信息

交流。

【用学科语言】
该题图中信息告知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金融街、中关

村科学城区域联动等，考生梳理答案时要用专业术语表

述，即有利于区域协同、信息交流。

答题时，不管是从图中还是材料中提取到信息后，考

生切不可照搬材料作为答案，而要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解

读。如图中有交通枢纽和购物中心，考生要进一步解读为

交通枢纽和购物中心等设施配套较好；图中有高校和研究

机构，要进一步解读为邻近高校和研究机构，有利于专业

人才汇集。

通过以上分析，考生要认识到，解决这类问题，扎实的

知识是基础，要熟练调用相关知识结构，分析挖掘隐性信息

需要动用原有知识储备进行加工转化；解读材料和地图是

关键，解读文字材料要注意提取关键的词语、语句等，解读

图表信息时注意通过思维加工处理图表，将数据信息转化

为文字信息，并与区域地理知识联系起来；要规避模式化答

题，做到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回答。

区位因素分析思路探究
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教师 杨洁美

我遇见你的那一刻，美得就算是现在也能

记起。

太阳斜挂，光在云外撩得人嗓子发干。你一

身灰败，颓唐打弯儿，任谁看起来都不会留意半

眼，却美丽如神祇般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水塘在风中荡起了涟漪。

“稻要在哪儿种？”“地里呗！”“水里！”父亲猛

地拍了下我的脑门，顺带拉起我放在田埂上心不

在焉玩草根的手，把我拽去了自家稻塘。稻塘浅

映着天和一片远方的云，如乡愁点染着葱绿整齐

的一池秧苗。风吹来泥土湿气，迎面轻轻地扑在

那时什么都不懂的我脸上。肚子里发出咕噜声，

那时谁家都吃不饱饭。

我向你跑去。你的娇羞被枯黄的草苗和镰

刀般割手的叶片遮掩着，看不清明。“不不不，这

也不是雄性不育株。”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否认小

王兴高采烈捧回的秧苗，没有进展的实验室和干

燥愁闷的天气一样使人舌根发苦。太多的来回

往复让人怀疑“雄性不育株”本身的存在，就如同

那时国人怀疑“吃饱”一样。

终于，这一次我和你相遇。你的头瘪了，没

有花粉。我们仔细观察，同事在琢磨：不是自己

瘪，是不知道被什么虫儿给咬的，不是长的！我

确信，就是你，雄性不育株！我看着小王疲累却

如你一般没有丧失生机的双眼，他手上的血渍氤

氲在白纱布的包裹里，却不忘紧捏着你。

我曾遇见过无数比你鲜艳的草木繁花，可没

有一个如你美丽。每每回头想起，我甚至会害怕

这次相遇。你就在我眼前摇曳着，我看清了你灰

败下的傲骨，和未来可以繁衍出遍绿天下的磅礴

力量。

雄性不育株，中国的杂交水稻。

那便是你，我最美的相遇。我小心地将你移

出泥泞。我捧着你，激动起来，澎湃起伏的内心

止不住颤抖着。从清浅的河滩迈向广博的大地，

你的美丽绽放于盛世人间。世人称我“国士”，我

却只愿痴痴地守在你身边，用最纯的水浇你的

叶，用皱纹堆垒的双手去衬托你白璧无双的花。

那花丰饶了世间的饥馑，像如今田边孩童无忧的

笑颜。

水塘在风中荡起了涟漪。

稻苗欢唱，山河无恙，我于年迈之时再度与

你重逢，回忆起，你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美的相遇。

你是我最美的

相遇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 辛 元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这个作文题目饱含诗

意，小作者用独抒性灵的文字对这个题目进行

了诗意的呼应。小作者在审题过程中明确了主

客体，并且阐释出这场相遇“最美”的原因。该

故事真实饱满地展现了“我”——袁隆平，和

“你”——雄性不育株相遇的过程，描写细腻生

动。而从该故事中生发出的信念之光、强国之

愿更是让这场“最美”的相遇迸发出激动人心的

力量。全文娓娓道来，文质兼美，在考场作文中

实属佳作。 （许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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