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出四个持续

构建地理学科测评体系
——北京市2022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地理卷试题特点

北 辰

2022年是北京市实行新教材与新高考全面结合的第一年，是新一轮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北京

的落地之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地理卷在深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

指导下，完善“德智体美劳”考试内容体系，丰富“四个突出、四个考出来”内涵。试题设计注重价

值引领，守正创新，突出四个持续，构建地理学科测评的四个体系，力求在人才选拔、提升首都地

理基础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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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倡导担当尽责，树立资源环

境的国家安全观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试卷

开篇聚焦我国粮食储备，意在引导

考生理解粮食生产和流通在我国

发展中的“压舱石”地位。第 18 题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为载体，

意在引导考生理解我国国家公园

体制及其生态安全意义。第6、7题

以我国深海科学与资源考察为主

题，意在引导考生理解海洋资源开

发与保护，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追寻美丽中国，探究高质量

发展的地理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试题选用

江苏盐城湿地保护、泃河流域水

资源保护性开发、某陶瓷集团企

业转型升级等案例，强化对区域

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维度认识，

深入思考高质量发展中“人地关

系”内涵，为建设美丽中国而不

懈奋斗。

3.聚焦“双奥之城”，弘扬家国

情怀和文化自信

第 20 题聚焦中学乡土地理课

程中开展的“北京奥运遗产”主题

调研活动，通过学生视角呈现首都

北京从“夏奥”到“冬奥”取得的巨

大成就，唤起考生家国同脉的时代

豪情，彰显自信从容的中华气质。

在为北京成为“双奥之城”而振奋

的同时，试题引导考生从地理视角

论述奥运遗产对首都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延续丰富性，创新图表呈现形式

地图等地理图像是地理学科试卷

中具有特色的叙事方式，考查考生对

地理图表的应用是区分学生学业水平

的重要手段。试卷图表科学规范、清

晰美观，涵盖不同类型地理单元和不

同时空尺度，既有传统的地图图表，也

有形式新颖的创意图。图 1（b）基于

粮库管理系统设计粮情信息界面，图

13 基于学生视角设计手绘“双奥之

城”资料卡片。通过构建试卷图像体

系利于考生养成读图习惯，达到以图

促学目的，有利于引导考生体会地图

的美学意蕴，培育美学素养。

2. 增强故事性，激发阅读思考

兴趣

试卷文字叙述充实鲜活，贴近学

生实际，力求通过地理故事将考生对

事物和现象的体验与体悟结合起来。

第 19 题通过讲述美国塔克马市的约

克家族与北太平洋铁路的故事，展现

交通变化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重要作

用。结合约克的生活轨迹，体现城市

服务设施、功能区与城市内部空间结

构的关系。地理故事的铺陈增强了试

题情境的沉浸感和亲和力，有助于考

生从中迁移地理原理与规律，真实表

现素养发展水平。

1.基于学科本质，考查基础主干

内容

试卷坚持考查考生义务教育以来

的地理积累，着力整合必备知识与关键

能力。测试内容突出基础性，通过主干

内容的考查引导教学提质增效，助力

“双减”落实。例如，第1、2题考查考生

对中国地势、太阳辐射、地球运动和资

源环境承载力等主干内容的理解。第8

题要求考生结合山东丘陵某村落土地

利用状况的模式图，完成选址判别、距

离计算、推测林地类型等任务。

2.重视学情变化，适度开发教材

案例

试题充分考虑教学、教材与考试

之间的关系，重视三者内容范围和要

求的差异对试题命制的影响。以新增

内容为例，第 4 题围绕地质历史时期

生物演化创设问题，要求考生根据生

物多样性、地表温度的变化判断生物

演化特点。基于两版教材共同使用的

陶瓷产业案例，第 12、13 题展现陶瓷

产品开发历程，要求考生推断设计研

发对陶瓷产品升级的重要作用。

3.体现学段衔接，服务高校人才

选拔

试题依据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

目标要求，合理设计试卷难度结构和

题型题量。试题兼顾考生作答思维

过程与结果，发挥试题衔接高中和大

学地理教育的功能。第 17（1）题要求

考生结合图像分析海岛天气状况。

考生需要结合海岛位置、天气系统、

地形等分析主导风向和降水情况，融

通考查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素养，体

现试题选拔性。

1.创设梯度任务，考查地理探

究思维

试题加强对考生地理探究思

维的考查，通过创设野外考察、

走访调查、研学旅行和学农体验

等 情 境 设 计 指 向 探 究 环 节 的 测

试任务。第 16 题围绕地跨京津

冀的泃河流域开展研学考察，从

走访水文站分析数据，到泃河发

源地考察山楂产业发展条件，再

从 流 域 整 体 视 角 探 讨 水 资 源 保

护 措 施 ，通 过 引 导 考 生 经 历 探

究 过 程 ，落 实 地 理 核 心 素 养 的

考查。

2.关注地理表达，探索“三性”

有机融合

试题在继承以往题型的基础上

探索地理探究性、综合性和开放性

融合试题。第20题要求考生结合实

例，论述北京奥运遗产助力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地理意义。考生可从地

域文化、大都市辐射功能和碳排放

等多个视角进行自主建构，鼓励考

生提出独立的、有创造性的地理观

点，有逻辑的阐述和论证。本题任

务目标明确，答案多元开放，能够为

不同层次考生充分展现地理写作素

养和创新思维提供良好平台。

持续发挥地理学科的育人功能

构建时事热点素材体系

持续探索地理试题的情境任务变化

构建素养立意考查体系

持续引导学生重视地图语言的应用

构建图表信息表达体系

持续聚焦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衔接

构建主干知识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