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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全面发展 强化育人价值

试题着眼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如选择题第 9 题，

通过比较图中林地、耕地、菜

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低，渗

透劳动教育；综合题第 19（3）

题“ 说 明 该 市 适 宜 步 行 的 原

因”，渗透体育教育；综合题第

20 题“北京双奥之城”，激发学

生 热 爱 祖 国 、热 爱 家 乡 的 情

感，厚植家国情怀。

试题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增 强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信。如选择题第 1 题，比较“冬

至”这一天两地的昼长时间；选

择题第 14 题，判断苏里南与中

国广东省迎来“中国农历新年”

的早晚等。

试题考查粮食安全、资源

安全、生态安全，增强学生的国

家安全观。如选择题第 1-3 题

通过“智慧粮库管理系统”考查

粮食安全；选择题第6、7题通过

“中国某科考船赴西北太平洋

进行深海科学与资源考察”考

查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综

合题第 18 题通过“三江源国家

公园”考查生态安全等。

试题注重拓展国际视野，引

导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科独特的

育人价值。如选择题第14、15题，

考查南美洲北部国家苏里南；综

合题第 17 题，考查印度洋的岛

国毛里求斯；综合题第19题，考

查太平洋东岸的港口城市美国

塔科马市等。

呈现多样情境 突出素养导向

试题情境丰富多样、真实

鲜活，包括生活情境、生产情

境、学术情境等。试题考查学

生基于复杂现实情境解决地理

问题的能力，突出素养导向。

试题图文并茂，图像科学、

美观，体现地理学科特色。全卷

地理图像共计 13 幅，涉及区域

图、地质剖面图、土地利用示意

图、海平面气压分布图、统计图

等，引导学生从图像中获取有效

信息，开展多角度、有深度的思

考，按照学科逻辑组织语言作

答，通过表达的条理和层次反映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

过程，刻画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

中的核心素养水平。

生活情境联系学生生活。

例如，综合题第 20 题创设了某

中学开展主题为“北京奥运遗

产”调研的情境，通过呈现北京

承办 2008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相

关资料，调动学生自身关于“双

奥”的体验和经历，拉近试题与

考生的距离，有助于考生从多

方面、系统思考北京奥运遗产

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理意

义，展现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

等核心素养水平。

生产情境聚焦产业发展。

选择题第 8、9 题创设了我国山

东丘陵某地土地利用状况的情

境，学生需要通过在耕地、菜地

等不同农业生产活动下的土壤

表层有机质含量高低，判断化

工厂选址的合理性。综合题第

16题创设了某校中学生到泃河

流域进行野外研学的情境，根

据海子水库多年入库净流量绘

制统计图；根据兴隆县山楂产

业资料，概述当地发展山楂产

业的有利条件。学生可以结合

学农等劳动教育和野外考察中

的经历和感悟进行思考，综合

分析区域内各地理要素特征，

展现地理实践力、综合思维、区

域认知等核心素养水平。

学术情境展现学科魅力。

选择题第4题创设了寒武纪至新

近纪生物多样性和地表温度变

化的情境，展现了漫长地质历史

中生物多样性、地表温度、物种

大灭绝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思

考自然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综

合题第17题创设了毛里求斯岛

的情境，学生根据地图和海平面

气压分布图，综合分析毛里求斯

的半球位置、相对于气旋中心的

位置、地形特征分析在强热带气

旋影响下的主导风向和降水状

况，展现综合思维、区域认知等

核心素养水平。

试题设问灵活开放，体现

了探究性、综合性、开放性的融

合，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例

如，综合题第 19 题提供了美国

塔科马市的图文资料和喜爱中

国文化的年轻人约克的经历，

增强了情境的代入感，引导学

生“置身其中”，从多方面、有创

造性地思考该市适宜步行的原

因。综合题第 20 题，学生结合

自身体验和图文资料，论述北

京奥运遗产助力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地理意义，既可以按照提

示从地域文化、大都市辐射功

能、碳排放等视角展开，也可以

自己建构新颖的分析思路，并

组织语言作答，充分展现学生

的地理思维和创新能力。

设问灵活开放 考查创新能力

回归地理教材 注重课堂表现

落实新课程标准，回归教

材主干知识。有的试题材料呼

应教材，题干设问注意与教材

中的重点内容建立知识链接，

并充分考虑新课标教材内容的

落实和考查，引导教学重视课

程标准、用好教材。如选择题

第4题，不同地质时期生物多样

性和地表温度变化相关问题的

解答，题目难度不大，意在落实

新课标点“运用地质年代表等

资料，简要描述地球的演化过

程”。有的试题材料源于教材，

以考生熟悉的情境，变换设问

角度，考查考生对主干知识的

深层理解。如第 12、13题，某陶

瓷企业集团新产品开发历程及

区位变化的资料源于不同版本

教材共同熟悉的案例，旨在考

查主干知识工业区位因素及其

发展变化；综合题第 18题，2021

年 10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

材料回归教材，设问角度新颖，

从不同视角回应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注重课堂表现，体现学生学

习过程。试题注重考查学生平

时课堂表现与学习过程，既有经

典图像，也有新颖设问，体现学

生地理学习过程中思维逻辑的

外显，也有地理数据与图像的转

换。选择题第 5 题通过经典的

地质剖面图考查学生对于时空

信息的逻辑表达与分析；综合题

第 18（2）题用水分的“收支”状

况判断扎陵湖和鄂陵湖是淡水

湖 的 主 要 依 据 ；综 合 题 第 16

（1）题依据数据表格绘制统计

图，将数据信息转换为直观的图

像，并对图像进行描述和分析，

考查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

分析问题的学习过程。

综上所述，2022 年北京市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

试地理试题在保持整体稳定

的 前 提 下 ，注 重 创 新 。 试 题

着 眼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回 归 地

理 教 材 ，考 查 学 生 的 课 堂 表

现 ；呈 现 真 实 、鲜 活 的 情 境 ，

突 出 地 理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运

用丰富、新颖的图像，考查地

理 学 科 关 键 能 力 ；创 新 问 题

设 计 ，体 现 试 题 的 开 放 性 和

灵活性。试题既体现了选拔

功 能 ，又 彰 显 了 地 理 学 科 独

特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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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2022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地理试题评价

北京市 2022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地理试题以《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

订）》为命题依据，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高考改革的要求，注重对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和引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2年是北京考生使用新教材和落实“双减”政策的首考

之年，地理试题实现了平稳过渡，体现了较好的连续性。试题密切结合北京市地理教学实际，科学设置试题难度，稳中求新，

体现首都特色。试题注重创设真实情境，增强试题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突出考查地理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聚焦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充分发挥了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选拔和育人功能，对高中地理教学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