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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典型案例 突破城市专题核心问题
北京学校 张杰

城市专题包括城镇和乡村内部空间结构、地域文化与城乡景观、城镇化的过程和特点、城市辐射功能、资源枯竭

型城市等内容。该专题考点多、难度大，且时空尺度变化大，需要同学们精心复习。

地地理理

城市专题特点分析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涉及
城市专题的内容较多，因而该专题的核心考点也较
多。同时，城市专题相关的试题难度较大，表现在
重点考查对城镇内部空间结构、城市辐射功能的综
合性应用，如2022年北京高考地理第20题“论述北
京奥运遗产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理意义”。另
外，城市专题涉及的时空尺度变化大，如城镇与乡
村内部空间结构，是以小切口聚焦城镇内部功能分
区，考生需要灵活掌握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等功
能区的分布特征及布局原则；而城市的辐射功能则
是从较大区域尺度强调大城市与其他不同等级城
市之间的联系。

梳理近四年等级考对于城市专题的具体考查内
容，可以明确该专题的考查重点，如下表所示。

年份

2020年
等级考

2021年
等级考

2022年
等级考

2023年
等级考

题目

09.运用人口分布变化示
意图，判断甲地的功能区
类型

11.根据地铁站进出站人数
变化，判断居住区的位置
13.根据舟山群岛传统民
居的建筑特点，判断影响
因素

19（1）. 概述该市兴起与
发展的过程
19（2）. 归纳该市商业区
的分布特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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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据图判断矿产资源消
费数量由鼎盛期到衰退
期的原因
20.结合实例，论述不同区
域尺度合理利用小微绿地
对拓展城市空间的意义

考查内容

09.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

11.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
13.地域文化与
城乡景观

19（1）. 城镇化
的过程及特点
19（2）. 城市内
部空间结构
20.地域文化与
城市辐射功能

12.资源枯竭型
城市
20.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

表 近四年等级考中“城市”相关试题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几年等级考对城市专题的
考查较为全面，课程标准中的内容要求均有所涉及，
其中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镇化的过程和特点、城市
的辐射功能为考查重点。

通过对比不同年份等级考试题可以得出，等级
考对于城市专题的考查更加重视从生活中发掘材
料，强调知识或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小切口或多视角
分析并解决问题，突出考查考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例如，2021年选择题中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考
查，其情境设计非常贴近生活，考生需要根据图片所
给的城市中地铁站工作日进出站人数变化，判断居
住区可能分布的站点。因此，对于该类问题的解决，
不仅要求考生明晰功能区自身的分布及特点，还要
发掘题目中的细节要点（如时段、非换乘站）。此外，
还需要结合生活经验，明晰居住区在上下班的通勤
过程中，地铁进出站人数多这一现实情况。

结合城市专题的内容构成及近几年等级考的考查方

向，同学们在备考阶段既要查缺补漏、夯实基础，又要有

所侧重、突出重点。接下来，将以亚运会城市——杭州为

例，立足于城市的区域性特征，以城市发展为主线，梳理

教材不同章节知识间的联系，帮助考生突破等级考中考

查频次较高的城镇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辐射功能

这三个核心问题。

【材料1】 位于钱塘江畔，有运河贯通的杭州始于隋

朝，兴于宋朝；新中国成立初，杭州城镇人口仅68.67万人，

通过发展工业，杭州以旧城为基础向外扩展（图 1）；改革

开放后，杭州定位于历史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以西湖

为中心进行规划布局；2016 年，杭州进一步提出打造高

新技术、电子商务中心；现今，杭州城镇人口已达 1069 万

人，城镇化不断在推进……

图1 新中国成立初杭州市实况图

（1）概述杭州市兴起与发展的过程。

【参考答案】 早期的杭州依运河而兴，城市规模小；

新中国成立初，杭州依托铁路，发展第二产业，城市范围

扩展；改革开放后，杭州由以第二产业转向以第三产业为

主导，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人口增长，城市用地规模

进一步扩大，城镇化水平提升。

【解析】 本题考查城市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城市兴

起的条件强调因地制宜，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地理条件

和区域关联的发展变化。解读材料时，需要提炼图文材

料中“运河”“铁路”等关于区位条件的描述。城市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时间尺度下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即材料中

人口、产业、土地利用方式等要素的发展变化。故该类问

题解题思路为：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应立足于城市区位，发

展的结果应关注城镇化的表现或城镇化标志的差异，过

程强调时空变化。

【材料2】 杭州西站被称为“我国首个站城融合的现代

铁路客站”，其组成包括云谷、云门等（见图2）。云谷是一

个联通地面上下，对接客运、地铁、轨道交通等运输方式的

高效换乘系统，云门则是一个汇聚多种业态、多种功能的

超级综合体。

图2 杭州西站“站城融合”模式简图

（2）结合材料，简述杭州西站“站城融合”的意义。

【参考答案】 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优化城市空

间结构；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商业活力，带动经济发展；促

进居民就业等。

【解析】 本题考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杭州西站的云

谷“联通地面上下”可以体现出节约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

源的高效利用；云谷作为一个高效换乘系统，体现“站城融

合”可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云谷汇聚娱乐、办公、商业等

多种业态，有助于促进居民就业；作为综合交通枢纽，云谷

可以源源不断向云门输送客流，有助于提升商业活力，带

动经济发展。最后，“站城融合”作为立体交通枢纽，充分

利用地面、地下空间，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材料3】 杭州都市圈中，湖州、嘉兴等市的产业都和

杭州的产业相配套。例如，与杭州之间有城际铁路和高速

公路相连的湖州市，借助杭州技术、资金支持，正培育人工

智能、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

（3）从城市辐射功能的角度，列举杭州都市圈的发展

措施。

【参考答案】 提升杭州的核心功能，增强城市竞争力

和创新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中小城市，增强城市群

内部各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完善

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解析】 本题考查城市的辐射功能。不同城市在地理

位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因此，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直接或间接地与

其他区域进行关联协作，城市与其他城市关联的实现途径

依托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以此实现区域要素间的流动，

改变区域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从城市辐射的角度为都

市圈的发展提供建议，可以从关联的主体（核心城市怎么

做、其他等级城市怎么做）、关联实现途径（基础设施建设、

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提供建议。

总之，城市专题的复习应立足于城市的区域性特征，

以区域整体性、差异性的视角看待城市发展，梳理知识之

间的联系。一方面，要能够认识到城市内部人口、产业、

土地利用方式等要素在不同时空尺度表现为不同的特

点，且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任一要素的变化都影

响着城市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要能够认识到区域差

异是普遍存在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交通、信息网

络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区域发生关联，实现要素在区域

间的流动，改变着区域生产、生活方式，即城市的辐射作

用。以区域的视角解读城市，有助于强化同学们对于该

专题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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