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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应对设问中的限定词

除了上文提及的行为动词、设问中性词

需要关注和回应外，每条设问中独特的限定

词也需要考生格外关注，并指导作答内容的

“多”和“少”。

1.设问中有一个明确的关键限定词

关键限定词提示了考生的答题角度，

考生在组织答案时需要回应该角度，且避

免涉及无关角度，即“多围绕该限定作答”，

“少答与限定无关的内容”。如：（2022 西城

期末）“说出巴尔喀什湖与伊犁河水体之间

的相互关系，并从流域的角度说明理由。（3

分）”这里“从流域的角度说明理由”需要

考生关注和回应“流域”，即围绕流域的概

念、范围展开充分分析，避免回答其他无关

角度。再比如：（2022 海淀一模）“说明交通

运输条件在武汉发挥城市辐射功能中的作

用。（4 分）”这里需要考生关注和回应“说

明交通运输条件”，即围绕交通运输的布

局、类型、功能角度展开充分分析，避免回

答其他无关角度。

2.设问中有多个并列限定词

当设问中有多个限定词同时存在时，需

要考生关注限定词之间的关系。

在原因分析题目中，通常考生要分析的

是多个并列的结果，这时的作答原则是逐一

回应，即从“多答”的角度逐一进行分析。

如：（2022 东城期末）“简述吐鲁番葡萄大量

制干销售的原因。（4 分）”这里需要逐一回

应葡萄干的“大量”“制干”“销售”特征，形

成原因分析时地理要素综合的思维分析路

径。再比如：（2022 海淀一模）“分析黎巴嫩

山积雪厚度大、时间长的原因。（6 分）”需要

分别关注“积雪厚”“时间长”两个并列的限

定词，同样呈现出原因分析时要素综合的思

维分析路径。

在影响和措施类的题目中，通常考生要

进行的是特定情境下具体结果的推测和措施

建议，这时的作答原则是精准切入，即从“少

答”的角度回应问题、聚焦情境，避免作答套

路化、模板化的内容。如：（2022 石景山期

末）“请你对长江流域冬闲田种植油菜面临

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4 分）”需要聚焦“长

江流域”“冬闲田”和“油菜种植”进行措施建

议，避免回答与该区域油菜种植无关的内

容。如：“发展旅游业”等套路化的区域发展

建议。再比如：（2022 海淀一模）“说明交通

运输条件在武汉发挥城市辐射功能中的作

用。（4 分）”需要聚焦“城市”和“辐射功能”，

这就要避免回答与其无关的如“城镇空间结

构”等内容。

持续积累以提升解题“内功”

除了解上述提及的设问理解和应对策略

外，考生在进行综合题作答时还需要调用一

定的学科知识、分析问题的上位思路，甚至是

对生活中常见表达的积累。如果缺少相关积

累，而仅仅停留在机械“刷题”，纵使有再多应

试策略，也终究会沦为“无米之炊”而少答，也

可能“长篇冗论”而多答。如下题：

（2022海淀一模）“黎巴嫩建设从利塔尼河

引水至贝鲁特的调水工程，评价该调水工程的

可行性。（6分）”本题中同学们存在的思路问题

集中体现在：①没有从评价的角度进行利弊两

方面的分析；②没有提炼出调水工程所涉及的

“调出区”“调入区”和“线路”三个待分析事项；

③没有写到调水线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或对

生态恢复的积极影响，即没有认识到“可行性”

分析除了包括成因分析外，还应包括对该项目

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判断。

与“可行性”内容要求类似的设问还有

“依据”类题目，如：（2022 西城一模）“阐述长

汀选择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依据。（6分）”本

题在围绕设问关键词“依据”组织思路时，考

生需要既考虑“成因”，即当地开展医疗器械

产业的区位条件；也要考虑“影响”，即发展该

产业后产生的有利影响。

当然，考生要注意，思考应基于情境，如

果是对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如（2022北京等级

考）“判断扎陵湖和鄂陵湖是淡水湖的主要依

据。（4 分）”这里的“依据”在分析时就仅以自

然要素的原因分析为思路展开，无须考虑其

产生的影响。

充分回应设问中的关键信息

设问中的关键信息是展开全面思考的抓手。

常见的设问关键信息包括行为动词、中性词和题

目分值等。

1.常见的设问关键信息：行为动词及其
作答逻辑

概述、指出、说出、列举：需要考生尽可能呈现多

角度分析，即“多答”角度。

分析、说明、评价：需要考生在作答时，在每一个

角度的分析中都回应其因果逻辑，形成A→B的说明

过程，即除了“多答”角度外，也要尽量“多答”因果逻

辑。如：（2022海淀一模）“说明超大型航天器研发生

产基地选址天津滨海新区的有利条件。（5分）”考生

在分析时应联系材料和生活积累呈现分析依据，形

成“北方综合性工业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工业基

础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这样有因果逻辑

的表述。相较于人文地理区位分析类试题，自然地

理成因分析、影响说明类试题的本质是运用地理环

境整体性原理，其逻辑链条通常更长，涉及到的要素

数量更多，不局限于 A→B。如：（2023 石景山期末）

“分析博斯腾湖水位变化的原因。（6 分）”。在分析

湖泊水位变化的原因时，考生要充分考虑径流与湖

泊水体之间的相互补给关系，将径流量的变化作为

湖泊水位变化的前一环节，表述为“春季气温回升，

山区季节性积雪融水增多，下游径流量增加，湖泊水

位抬升”。这样能体现地理环境整体性和水循环过

程的内容，而不是“春季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湖泊

水位抬升”这种逻辑环节不完整的表达。

论述：需要考生有更为详尽的论证过程，呈现举

例、分析、结论，即 A→B→C 的论述过程。即除了

“多答”角度外，更要“多答”论述逻辑。如：（2022北

京等级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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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我们在论述时，除

了“多答”视角之外，也要注意“实例”“逻辑”“结构”

的配合，即“多答”论述逻辑。

2.常见的设问关键信息：中性词及其作
答逻辑

设问中常见的中性词包括评价、影响、条件等。

中性词的特点是需要考生进行利弊两方面分析，即

“多答”正反两方面的角度。

当然，以上分析都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灵活应

用，如果概述类试题的各角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考

生也不要刻意回避而“少答”；如果分析、论述类试题

没有显著的因果逻辑、论述逻辑、利弊逻辑，也不用

生搬硬凑不恰当的分析来刻意“多答”。

地理

综合题要掌握“多答”与“少答”的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贾文博 单 超

高考地理综合题作答的详尽程度是困扰很多考生的问题：有的考生回答得过于简练而导致失

分，有的考生因过量回答而浪费宝贵时间。本文从综合题的设问分析出发，讨论综合题作答时“多

答”与“少答”的尺度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