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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考的第三年，也是采

用统编新教材后进行考试的第一年，课标中增加的内容，

考生要给予充分重视。在往年北京地理学科等级考试题

中，区域图的数量在图片中占比过半，说明了区域在地理

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区域是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区

域内要素的相互联系，形成区域的整体性；区域之间存在

的差异，导致区域的关联性。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需

要因地、因时制宜，既要关注区域内的整体发展，也要谋

求区域间的互补关联。

下面梳理一下这部分内容的思维线索，并结合例题

进行分析。

一、“区域发展”思维体系的构建

“区域发展”这部分包括三方面内容：区域的概念和

类型，区域发展，区域协调。对于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考

生首先要树立区域与区域发展的思维框架，如下图：

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系统

理论知识有了落脚点。以区域认知为入口，考生要先从

所给区域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等地理位置信息，再结

合区域图中所给的图文信息，对所给区域的自然地理特

征及其人文环境特征进行全面剖析，分析区域自然特征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树立因地制宜原则，并依据数据资

料，探究区域部分与整体、区域动态变化等问题，树立因

时制宜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充分利用区域的自然优势

和人文优势对区域进行开发与利用，对区域不利的条件

进行改善和治理，提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从地理

环境整体性和区域关联角度，比较不同区域发展的异同，

树立区域发展与区域协作的观念。

二、“区域发展”分析方法在考试中的应用

【例1】某校学生到甘肃省天水市开展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治理的研学活动。读图 10，回答下列问题。

图10

任务一 对比流域的径流量变化

天水市桥子沟流域包括自然条件相似的东沟和西沟

两个小流域，东沟通过修建梯田等措施进行治理，西沟基

本保持原状。同学们根据水文站的观测数据得知，在每

平方千米面积内，东沟、西沟年径流量分别为 4700 m3、

12500 m3。

（1）说出修建梯田对流域地表径流的影响，并分析

原因。

任务二 调查梯田利用方式

调查发现，天水市自 2000 年以来调整种植结构，在

海拔 1000～1500 米的梯田上引种樱桃。该地种植的樱

桃产量高，品质好，营养丰富。

（2）概述当地生产高品质樱桃的条件。

任务三 分析梯田减沙效益

表1为黄土高原小流域梯田减沙与梯田面积关系的

相关数据，同学们对其进行了分析。

注：梯田减沙比例指修建梯田后减少的输沙量占治

理前输沙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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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绘制统计图，并说明梯田面积变化对梯田减沙

的影响。

【解析】
1.试题解读、获取有效信息。

本题以学生到甘肃省天水市开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治理的研学活动为情境，设置“修建梯田对流域径流量变

化的影响”“调查梯田利用方式”“分析梯田减沙效益”三

个主要任务，考生可运用所构建的“区域发展”的思维方

法来分析本题。根据试题中所给的研学手册内容，了解

该地区的位置、气候特征和地形特征，再根据区域内各个

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及要素的变化，分析要素变化对人类

生产生活的影响。

2.调用知识、建立要素联系。

第一问所考查的知识内容为区域人类活动对自然

地理环境的影响，即为人类活动对脆弱的自然地理环境

要素的改善，梯田建设是如何减缓水土流失问题，人类

通过治水、治沙来寻求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本题通过

修建梯田对水循环过程中地表径流的影响来治理该区

域水土流失，说明该地区缓坡修建梯田对水土流失的治

理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体现区域环境问题治理要遵循地

理客观规律。

第二问所考查的知识内容为农业区位条件的分析，

通过对图文资料、研修手册中信息的获取，找出与生产高

品质樱桃相联系的要素有哪些。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

降水、日照时数、空气质量指数、陆高、樱桃生长习性等，

从图文资料中获取有效的要素信息后，将各个要素与农

业生产活动建立联系，把各个要素转化成农业生产的区

位条件，将农业生产的区位条件与樱桃品质优良建立关

联。此题强调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尤

其在生态脆弱区，如何平衡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与区域

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发展的根本。

第三问通过绘图，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所绘制的折线

图，分析梯田面积变化与减沙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当梯田

建设达到一定比例后，减沙的效果并不是很凸显，因此在

环境问题的治理过程中要适度，需要秉承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尊重自然，呵护自然，走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之路，才能实现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3.运用术语、规范作答。

（1）径流量减少。截留雨水、径流，增加下渗。

（2）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层深厚；环境质量好。

（3）绘图略。随着流域梯田面积比例增加，梯田减沙

比例增加，其增加速度由快变慢。

三、区域认知和区域尺度思想的重要性

区域认知能力是当前高中地理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地理学习中非常重要。区域地理部分，都以地图

为载体，考查区域认知、解读、获取地理信息的能力。在

平时的各种练习中，考生要学会解读区域图及区域特征，

自己有计划地梳理各个大洲及各个地区、中国的不同尺

度的区域图，做到“眼中有图，心中有法”，要有现象、有知

识、有深度地认知区域及区域之间的关系。

做题的时候考生会发现，所给的区域图空间尺度不

同，有大洲尺度、国家尺度、地区尺度。空间尺度的大小

关系到对研究对象细节与整体的把握，不同尺度地理事

物和现象的作用机制及其解释不同，所以在分析和解释

特定的地理问题时要关注其对应的空间尺度。以 2020

年北京等级考第 16 题（1）与 2021 年北京等级考第 16 题

（3）为例：

2020年16题

2021年16题

2020年第16题（3）为简述该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的有效措施，2021年第 16题（1）为说出修建梯田对流域

地表径流的影响并分析原因。这两道题所考查的空间尺

度不同：前者所在的区域空间尺度较大，从大尺度分析该

区域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所以答案就相对宏观，如退耕

还林、防洪护岸、节水灌溉；后者根据所给的比例尺明显

看出所给的区域空间尺度比较小，此题通过更加微观的

视角去分析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所给区域的空间尺度

不同，答题的具体方向不同。

总之，区域发展问题的分析，需要考生考察和调

查。考生要有意识关注生活中的地理，在真实情境中

观察和感悟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增强自

身的社会责任感。“区域发展”这部分内容综合性较

强，需要考生能从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视角看待区域发

展，根据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条件，解

释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相关问题，形成一定的区域认

知和地理综合思维能力，落实人地协调观和地理实践

力的地理核心素养。

从联系与发展的视角看“区域发展”
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教师 李云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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