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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科思维 实现提质增效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刘红艳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地理学科的核
心素养主要包括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其中，人地协调观是基本价值观念，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是基本思想
和方法，地理实践力是基本活动经验，三者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地理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关注两种重要的思维形式：一是形象思维，主要以地理表象（地理事物、地理现象等）为媒介，突出想象、联
想和情感的特征，是地理学科思维能力的基础；二是逻辑思维，主要以地理概念的理解和地理过程的判断、推理为形式，突出分析、综合、
抽象、概括等特征，是地理学科思维能力的进阶。

“四新”高考在北京实行已有2年，核心素养立意下的高考评价愈发凸现对学科思维的考查，这对高三学生复习提出了很大挑战。如
何在高三阶段“以核心素养立意为导向，培养地理学科思维，实现高三复习提质增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三方面提出建议。

“反省思维”是“最好的思维

方式”，也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更是核心

素养目的所在。高三复习中，平

时作业、历次考试与过去5年等

级考试题目演练后，考生要进入

自我诊断自我反省阶段，包含两

个方面：知识体系（包含具体知

识点和逻辑关系、教材关联）、试

题（包含设问、题目情境、考查

内容、表述）。

例题：毛里求斯岛地处印度

洋西南部，易受热带气旋影响。

图（a）为毛里求斯岛地图，图（b）

为当地时间 2022 年 2 月 2 日 16

时海平面气压分布图。读图，回

答下列问题。

（1）分析在强热带气旋影响

下，此时毛里求斯岛的主导风向

和降水状况。

【参考答案】：强热带气旋

中心位于毛里求斯岛西北方，

因南半球热带气旋顺时针旋

转，该岛主导风向为东南风；

在气旋的辐合上升作用和地

形的共同影响下，该岛出现强

降雨。

这道题目以生活实践为情

境，考查“分析在强热带气旋影

响下，此时毛里求斯岛的主导风

向和降水状况。”行为动词是“分

析”，要求因果逻辑规范表述（设

问），地理位置是毛里求斯岛（题

目情境），考查内容对应知识点

是：天气系统（强热带气旋）对天

气状况的影响（考查内容）。其

中强热带气旋带来强降雨容易

得分，其他得分很少。考生在进

行反省时要关注：①强热带气旋

对天气状况的影响有哪些？该

天气系统的大气运动状况如

何？水平运动如何影响风向？

毛里求斯岛在哪个半球？②降

水的类型有哪些（知识体系）？

该题目中给了什么信息（题目情

境）？结合这两方面问题，在构

建的知识体系与所给图文信息

之间建立联系后，用有逻辑的地

理语言表述即可。③总结问题：

知识体系漏洞与区域特征的结

合。这就需要同学在日常复习

时不断迭代自我知识体系，培养

综合思维，同时要结合区域特

征，关注地理学科符号。④关于

天气系统还有哪些知识未考

查？⑤总结经验：以往该考查内

容的题目与该题目有何不同？

该如何规避同类型问题出现？

若以往选择题居多，选对是否意

味着真正理解了这部分知识？

通过如此反省日常错题、历次

大考和等级考题目，就可真正

从综合思维、区域特征角度审

视题目，突破不同情境，将地

理学科思维内化于心，从容应

对等级考。

综上，核心素养立意下的

高考评价中，应将综合思维、区

域特征与地理实践力的培养着

力于平时训练，在少而精的题

目中不断反省自我和诊断自

我，不断提升地理学科思维，突

破不同情境，达到提质增效的

目的，从容应对高考。

地理：

地理学科是研究地理环境

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

的科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 学 的 性 质 ，综 合 性 特 征 明

显。从综合性角度看地理学

科，所涉及的要素多、要素之间

的关联性强。因此从综合思维

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是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重要脚手架。在

进行高三第一轮复习时，考生

要通过地理要素的全面复习，

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与体系。

第一，利用综合思维，在地

理事象的基础思维能力基础

上，要以地理概念的理解和地

理过程的判断、推理为形式，构

建要素内部及其要素间的逻辑

关系，形成更高阶地理学科思

维。以“大气”（如下图）这个重

要概念为例，首先要将大气部分

的众多知识点进行分类，构建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大气

的知识体系。比如大气组成与

结构、大气受热过程、大气运动、

天气、气候、气象灾害内容，考生

可以从更高站位角度理解，即物

质吸收能量后，物质运动以及运

动结果的差异性。而这些不同

角度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

环境有何关系？

注重综合思维，构建完善知识体系

首先以气候为例，气候是对

区域自然景观影响非常重要的

因素，这就使得在不同空间尺度

上呈现出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

的组合与差异，从而构成区域内

部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区

域间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不

同区域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

适应、改造利用等使得区域带有

深深的地理烙印，反过来人类活

动的方式、强度、影响尺度等对

大气的物质组成与结构、能量获

取、运动状况以及运动结果都会

产生影响，引起一系列变化，人

类社会与大气之间的相处关系

决定如何走向人地协调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这样的全局角度是

隐性综合思维的外显，恰恰也是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着力点。

其次，要强调地理要素的形

象思维，特别是地理学科特有符

号属性的呈现，学生极易忽略。

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能够正

确使用地图、提取相关地图信息、

绘制示意图等是地理课程重要的

学习方式，也是地理实践活动中

所必备的品质。因此，知识体系

的构建一定要图文结合。①读图

并利用地图：如世界气候类型的

分布、中国气候类型的分布等图

能够做到读懂、读透，做到心中有

图；②绘制示意图：如大气受热过

程、热力环流、三圈环流、天气（系

统）等示意图，一定要在文字旁边

附以绘制规范的示意图，呈现该

内容特有的地理符号，甚至可图

文结合呈现，同时对大气受热过

程等原理图需要用专业的地理语

言表述清晰，以应对各种变式图。

注重区域特征，强化知识体系应用性

地理学科的另一个特点是

具有区域性。培养“区域特征意

识”，即区域层级性、整体性与差

异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从时空

角度探讨区域发展与地理要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变化，能规避

思维僵化与模板化，帮助考生更

好地结合区域特征，进行因地制

宜的指导和实践。如选择性必

修二生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学

习中，退耕还林还草是措施之

一。然而在推行过程中，我国农

牧交错带存在南北方差异，南方

因喀斯特地貌强调种植多年生

牧草。而同属于北方农牧交错

带的乌兰察布与浑善达克沙地

也有差异，退耕还林还草过程

中，浑善达克沙地土地严重退化

区的树木没有成活，究其原因与

该地区的降水少、低温、大风以

及遭受风力侵蚀的贫瘠土壤等

有关。同一措施并非适用于所

有区域，在不同层级区域之间迅

速转换思维，一定要结合区域特

征才能实现因地制宜。区域特

征意识不单要建立在“区域”的

字面上，更要有意识地将区域的

空间位置在不同专题图（气候类

型图、地形图等）上重现，如此才

能真正理解降水少、风力侵蚀作

用强等区域特征，做到图内化于

心，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比

较等逻辑思维方法，灵活转换区

域，实现“因题而变”和“因地制

宜”，同时加深对主干知识体系

的深层次理解。

注重反省思维，自主突破不同情境问题

高三一年这样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