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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西城一模：考查内容“新 深 活”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教师 盖永芹

以16题第（1）问为例进行复习策略的具体说明。

2023年西城一模试卷可以用新、深、活三个字来描述，同时突出了对主干知识的考查。考查的主干知识包括地图、地球的地理意义，

自然地理包括自然事物的特征及形成过程、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及要素间的相互影响、3S技术的应用，人文地理包括人口迁移、产业区

位、农业区位和资源开发的区位条件分析、可持续发展以及选择性必修二的区域发展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区域关联与差异。

1.情境新，设问角度新，综合题考查内容新
情境新，知识穿上了“新外套”。选择题第2题，通

过借助“林奈花钟”这一全新情境，对时差的应用进行

考查。选择题11题，让考生借助“土壤含盐量空间分

布图”推测该地区自然和社会特征。选择题第12、13题

则是让考生借助“灯塔工厂”对产业发展进行考查。

设问角度新。16题第（1）问，“说明垂直种植系统

对福州茉莉花茶生产的有利影响”，其中“垂直种植系

统”和“茉莉花茶”需要考生充分理解，才能明确答题

方向。16题第（3）问“请你运用所学，为福州花茶开拓

年轻人市场出谋划策”，其中开拓“年轻人”市场需要

考生重点关注，才能精准作答。

综合题中的论述题设问内容新。试卷在论述题

这种新题型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内容。相比于去年

的论述区域发展，考试中首次出现了论述自然地理事

物的形成过程。

2.设问难度加深，对知识考查难度加深，情境内
容和难度加深

设问难度加深。具体表现为设问中内容的限制

条件增加，审题难度增加。设问范围更广泛，设问限

制条件更具体，设问更微观，加强了区域认知的辨

析，更多地考查因地制宜施策，加大对考生高阶思维

的考查。如选择题 7、8、13 题都考查了区域差异辨

析，第 7 题借助气象用电、热岛强度考查自然和社会

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考查中国地理区域差异；第

8 题通过 4条不同河流特征差异比较选择正确答案；

第 13 题借助“灯塔工厂”考查分布位置及影响因素，

考查世界地理区域差异。再如第 20 题论述题，首次

出现描述自然事物的形成过程，并且要按照时间顺序

构建时间尺度，需要考生深入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

息构建地质事件发生的先后时间尺度，同时结合图中

岩层分布，调用相关知识进行论述说明。答题要求时

间段清晰，专业术语精准，内容更深入，难度上加深。

对知识考查加深。试卷注重主干知识考查的同

时，进行了多课标组合叠加且限制条件考查。如选择

题第3题，对地球运动的意义和开花所需温度、光照

条件进行叠加考查。考生在考试中必须面面俱到，

考虑到每一部分内容的作用才能选出正确答案，答

题必须细化过程才能写出更多的答题点。因此，考

生在复习中要重点夯实主干知识，充分理解知识内

容，并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取有效信息，进行知识的

加工和整合，作出精准的判断、选择和作答。

情境内容和难度加深。题目情境复杂多样，考生要

关注更多信息点，并快速调用相关地理专业知识，对考

生阅读理解、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要求加深。

3.情境活，设问活，多课标的叠加考查活
情境活。考题情境越来越丰富和社会化，生活中

复杂真实情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试卷中。考试越来

越弱化对知识本身的考查，更加注重对知识的灵活运

用。高中地理越来越趋向于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

注重考生对知识充分理解及灵活运用，而非简单地进

行知识的识记。如16题茉莉花茶的题目背后是区域

发展的相关问题。

设问活。综合题的设问方式越来越去模板化，

定位越来越精准，设问难度增加，等级性明显。如

16 题第（1）问，说明垂直种植系统对福州茉莉花茶

生产的有利影响。

多课标的叠加考查活。对两种以上课标叠加考

查的题目有所增加。

试题“新、深、活”的背后是对考生熟练调用知识

的能力、高阶思维能力的考查。

俗话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

离高考越来越近了，高三一模后的复

习策略，重在反思归纳提升。

加强审题细节，注重阅读理解能

力。要做到三审，审设问、审材料、审图，

做到快速深入试题情境，充分分析题中

所有信息，筛选出关键有用信息。设问

审清楚，才能更好明确答题方向，避免答

错答偏造成丢分。考生可以将设问内容

进行分门别类，有助于快速明确答题方

向。比如可以将所有设问分成区位条件

类、特征类、影响作用类、成因类、措施类

等，从而精准作答。审材料审图也非常

关键，考生要能提取更多有效信息，完善

答题思路，使答题更全面。

注重主干知识灵活调用、规范书

写的同时，考生要加强综合思维能力

的提升，加强了解知识间的因果关系，

加强溯源归因的练习，构建知识之间

的联系，以做到知识融会贯通。综合

思维能力的提升和加强是一个过程，

需要一定的时间。复习中考生应该注

重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的训练，养成多

角度不同尺度不同视角思考问题的好

习惯，并注重区域差异与地理规律的

总结与归纳反思能力，有助于综合思

维能力的提升。

一、西城一模试卷特点分析 二、考生复习策略建议

三、例题分析

首先，要仔细审题。

审题干。关键词包括“垂直种植

系统”“茉莉花茶生产”“有利影响”。

审材料。第一段得出福州茉莉花

茶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二段分

别得出茉莉花茶是再加工茶，由茶叶与

茉莉鲜花混合窨制而成，茉莉花茶有千

年历史说明历史悠久，福州地区“八山

一水一分田”说明当地地形以山地丘陵

为主，耕地资源紧张，垂直生态农业系

统指的是“山丘种茶树，沿河种茉莉”。

审图。从图中可以得出茶种植在

山地坡地海拔较高处，森林种植在山

地坡地的海拔较低处，中间隔开城市，

在沿河江边沙洲梯田上种植茉莉花。

其中，“梯田”两个字也是信息提取的

关键词。图中还包括茉莉花三方面的

生长习性。

明确题干的设问是解题成功的关

键。“茉莉花茶生产”是对农产品进行

加工的工业生产活动，即将“茶叶”与

“茉莉鲜花”混合窨制而成。对茉莉花

茶生产最重要的是原料“茶叶与茉莉

鲜花”的品质，同时也受劳动者、加工

技术、市场需求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影

响。“垂直种植系统”指的是“山丘种茶

树，沿河种茉莉”的垂直生态农业系

统，即茶种植在山地坡地海拔较高处，

在沿河江边沙洲上种植茉莉花。由此

得出，茶和茉莉花分别种植在同一区

域的不同位置，属于因地制宜。同时

说明山地海拔高处适合茶叶生长，沿

河江边沙洲种植适合茉莉花的生长。

从地理角度推出茶叶和茉莉花的区位

条件，对应的是农业区位条件这一主

干知识。通过充分分析题干的设问，

可以明确本题的答题方向包括从不同

方面作答优势条件对茶和茉莉花品质

的保障。

本题中，建立材料之间的关联是

突破答题局限的重要方面，也是多视

角答题的关键。审材料，获得以下信

息，福州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说明

当地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资源

紧张，在区域耕地资源紧张的大背景

下，借助山地垂直种植系统的地形优

势，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就显得尤为宝

贵，据此得出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同时，考生需要建立尺度意识、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意识。地形要素

属于小尺度，考生需要从大尺度上调取

区域自然条件内容，得出福州位于我国

东南沿海省份福建省，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具备了茶和茉莉花生长的优势自

然条件，但同时也存在较多不利条件。

由于夏季降水丰富，加上丘陵山地较

多，福州地质灾害、水文灾害多发，水土

流失典型，故垂直种植系统中茶种植在

山地海拔较高处，有利于减少水土流

失，增加下渗，涵养水源，利于生态环境

的保护，也有利于提高茶叶的品质，同

时海拔较高处，人类活动干扰少、污染

少，也利于提高茶叶品质。答案中“在

河谷和山林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生态系

统，保障了花和茶的品质”高度概括了

垂直生态农业系统的特点和作用，需要

考生关注材料中的“垂直生态农业系

统”中的“生态农业”四字。区域发展的

农业生产活动和可持续发展措施中需

要考生具备生态环境保护、建立良性循

环生态系统的意识。

最后，要注意规范作答，利用地理

专业术语构建因果关系链条。

一模结束后是考生思维总结和提

升的最佳时间，考生务必细化思维形成

过程，注重思路梳理并延长思维链条，

扩展答题角度，并在考前不断完善并加

强，争取高考前达到最佳答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