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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的主要特点

1.突出价值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五育”融通育

人。例如，第1、2题，以某校开展的跨学科主题

学习系列活动为背景，通过认识不同区域、不同

节气的农事活动，理解二十四节气蕴含的地理

内涵，感悟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凝结的

劳动智慧。试题情境以学生设计制作的网页形

式呈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碰撞中，孕育

了丰富的美育资源。

树立海洋国土观念，增强国家版图意识。

例如，第 8、9 题，以我国东南沿海为区域背景，

考查海洋环境特征及其对轮船航行、海洋渔业

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意在引导学生理解海洋空

间的开发与利用是宣示海洋国土、体现和行使

海洋权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图中涉及台湾

地区和钓鱼岛，展示两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

圣领土，引导学生正确规范使用地图，增强国

家版图意识。

体现绿色发展理念，谋求区域协调发展。

例如，第 3 题从低碳、安全、清洁等角度分析我

国数据中心建设选址的条件；第12题以某区域

产业结构调整为主题，分析矿产资源消费数量

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引导学生认识到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展示新型工业化进程，谱写高质量发展时

代新貌。例如，第 10、11 题选用粤港澳大湾区

某产业园垂直化生产空间新形态为案例，引导

学生结合示意图分析垂直化空间组织的作用和

企业垂直化生产的主导条件，展现我国产业发

展成就，展望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美丽图景。

2.依托主干知识，注重考查地理思想方法
依据地理课程标准，回归教材主干知识。

例如，第5、6题，将砂质纹层的出现频次与暴雨

的关系和厄尔尼诺出现频次相联系，考查选择

性必修1的主干知识——厄尔尼诺现象。第8、

9题，通过四幅不同时间的“亚洲局部地区海平

面气压分布图”，考查选择性必修 1 的天气系

统、地球运动、洋流等主干知识。

运用丰富地理图像，考查地理思想方法。

选择题共有 8 幅地理图像，类型多样，既有等

压线图、统计图、区域图等经典图像，也有学生

设计制作的二十四节气网页图、学生绘制的某

山地植物种类分布调查图、产业园垂直化生产

空间组织的应用场景示意图等新颖图像。通

过不同类型的图像，考查学生平时课堂表现与

学习过程，考查地理思想方法。例如，第 7 题

通过某山地植物种类分布调查图考查学生从

图像中获取信息，分析、推理的能力。第 13 至

15 题，通过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图，考查区

域自然、人文地理特征和区域发展，突出区域

地理的学习方法。

1.创设真实情境，聚焦学科核心
素养

试题情境丰富鲜活，设问灵活开

放。试题基于生活情境、生产情境和

学术情境设计问题，考查学生对于真

实复杂地理问题的解决能力，聚焦地

理学科核心素养。

生活情境利于引导学以致用。

试题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实际，加强地

理实践，联系学习内容，解决现实问

题。例如，第 20 题要求考生通过图

文资料呈现我国不同区域小微绿地

的探索和实践以及不同城市功能区

的小微绿地特点，探讨小微绿地对拓

展城市空间的意义。

生产情境利于渗透因地制宜。

试题引导学生关注区域，综合分析区

域中自然要素之间、自然环境与人类

活动之间的关系，体现因地制宜、人

地协调的地理思想。例如，第 16（1）

题以蛇鱼川流域研学中寻访中华蜜

蜂谷为情境，考生需要结合考察报

告，阐述当地养蜂产业区位条件。第

19 题创设了巴西东南部大西洋森林

和某农庄的情境，从不同视角讲述大

西洋森林被破坏而后逐步恢复的过

程，题目要求考生从生物多样性、森

林被破坏的过程、农庄土壤的变化等

角度理解人地关系。

学术情境利于展现学习过程。

试题引导学生关注地理事物和现象

在时间上的演变和空间上的分布，学

生在作答时展现分析数据、构建模

型、描述过程、说明影响等学习过程，

体现系统、动态、辩证地看待问题的

思维方式，有助于学生树立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例如，第

16（2）题引导考生通过不同日期采样

点河水氮含量监测数据，绘制图表，

分析河水氮含量特点及原因。第

17（2）题要求考生结合巴哈马国的地

图、卡特岛的剖面示意图，理解岛屿

形态特征和岛屿形成。第18（2）题通

过呈现科考站和关于黑碳采样点的

图文资料，引导考生关注南极环境污

染问题。

2.关注区域发展，渗透生态文明
理念

试题以区域图为载体，关注区域

特征及区域发展问题。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区域绿

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等理念在试题中有明显的体现。

关注不同空间尺度，增强区域认

知。试题中涉及不同空间尺度的区

域。例如，第 16 题以学生野外研学

的北京蛇鱼川流域为例，聚焦美丽乡

村，重视乡土地理资源。第 20 题以

北京、福州、成都、延安为例，呈现我

国不同区域尺度小微绿地的探索与

实践。第 18 题以南极半岛为例，关

注黑碳对当地积雪的影响。第 19题

以巴西局部图为背景，考查区域生态

环境及变化。从试题涉及区域看，从

北京到全国不同城市，从国内到国

外，尺度多变，考查区域认知。

重视事象发展轴线，彰显时代特

征。试题要求学生能够从时间角度

分析地理事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化。

例如，第 16（1）题呈现蛇鱼川流域养

蜂产业 300多年的历史，关注传统产

业发展。第17（3）题关注近年来中国

为巴哈马国提供技术支持，助其农业

发展，彰显大国担当。第 20 题呈现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致力于城市生态

建设，促进区域环境的改善。

考查内容丰富多元，凸显人地

和谐。地理试题重视人与自然的协

调发展。例如，第 16（2）（3）题通过

查阅文献等关注流域水质变化及生

态治理，引导考生关注江河湖库生

态保护治理。第 19（2）（3）题考查区

域内人地关系的演变，从近五个世纪

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面积减少，到巴

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国进行森林修

复，关注国际合作，渗透生态文明理

念。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提升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

分。第 20题通过城市小微绿地建设

拓展城市空间，改善人居环境，促进

城市绿色发展。

3.设计开放性问题，开展思维结
构评价

设问灵活开放，创设梯度任务，

考查探究思维。试题加强对考生地

理探究思维的考查，通过创设跨学科

主题学习、劳动课、走访调查、野外研

学等情境，指向探究环节的测试任

务。例如，第 16 题创设了某校中学

生赴蛇鱼川流域进行野外研学的情

境。从寻访中华蜜蜂谷产业区位；到

查阅文献，绘图分析区域水环境变

化；再到探讨流域治理措施，逐步递

进地引导考生经历探究过程，考查学

生对人地协调、绿色发展理念的认

识，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考查。另

如，第16（3）题设计选择性设问，给予

了学生以更多的展示空间。

丰富考查路径，体现素养融合，

考查创新思维。试题强调基于学生认

知基础和学科本质，测评学生创新性

思维结构的建构，以及融合性的学科

素养水平。例如，第20题为地理论述

题，要求考生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小微

绿地的探索和实践的相关图文资料，

需要学生基于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国

区域的基础知识，结合材料分析，进行

相关论述。试题给予了考生更开放的

空间，鼓励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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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题

体现了对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性考

查，体现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和人地协

调观念的有机融合。

激活红色基因，创新育人素材，

发展高阶思维。试题情境注重体现

学科核心价值，渗透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体现多学科融合。例如，第 20

题材料呈现了包括延安在内的不同

尺度的城市案例材料，体现了革命

圣地延安的城市发展实践探索，渗

透了革命传统教育。而成都市以体

育文化为主题建设社区绿色开放空

间，以及合理利用各类城市功能区

增绿、建设社区文化设施等实例，也

潜移默化地体现了对学生的美育、

体育的教育，引导教学中通过融合

性的素养培养或跨学科学习发展学

生的高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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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北京市高中学考等级考

地理试题评价
2023年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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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渗透生态文明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试题密切结合北京市地理教学实际，试题难

度适中，稳中求新，体现首都特色。试题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密切联系生活，创设真实、鲜活的情境，突出考查地

理学科核心素养，充分发挥了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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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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