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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安徽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纲要 

地  理 

 

一、编写说明 

本纲要依据教育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地理

课标》）的内容和要求，结合我省地理学科教学的实际制定，对我省 2017 年初

中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试性质与目标、考试内容及要求、考试形式和试卷

结构做了具体说明。 

初中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要体现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地理课标》的评价要

求。试题要依据考生的年龄特点、教学实际和教育测量学的基本要求编制，重点

考查考生对义务教育地理课程基本思想、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技能的理解、掌

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命题遵循以下原

则： 

1、基础性。试题的考查内容要依据本纲要中的内容及要求确定。全面考查

学生通过初中阶段学习应具备的地理基本素养。 

2、科学性。试题素材要能够反映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及其各要素的现状特征

与发展趋势，尽可能源于或贴近考生生活。重视新材料、新情境的运用与创设。

地理试题所提供的文字、数据、图表等情境材料应真实、准确。 

3、发展性。试题的设问应切合考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水平，适当体现地理知

识的内部联系和跨学科联系，注意考查考生提取试题情境中地理信息，运用所学

地理知识、方法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 

4、探究性。试题设计要体现探究性和开放性，要充分利用地理图像语言来

呈现试题内容，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试题的功能，突出对考生探究学习能力的考查。 

初中地理平时教学应在遵循《地理课标》的同时结合本纲要的要求进行。初

中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复习教学应按照本纲要的要求进行。 

 

 



 2 

二、考试性质与目标 

初中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育地理课程的终结性考试，目的是全面、

准确地评定初中毕业生地理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的结果作为衡量学生是否达到

学科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之一。 

依据《地理课标》中“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的具体要求，将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中人地观念、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四要素的考查目标分成

A、B、C三个层次。其中，A为知道、了解、描述、识别等要求，B为分析、理解、

说明等要求，C 为归纳、运用、评价等要求。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每一个较高层次考试水平的要求同时也包括了较低层次考试水平

的要求。 

 

三、考试内容及要求 

初中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包括：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

乡土地理。具体考试内容及要求如下： 

（一）地球与地图 

Ⅰ.地球与地球仪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地球的形状、大小与运动 

（1）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 √   

（2）用平均半径、赤道周长和表面积描述地球的大小  √  

（3）运用示意图，简要描述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  

（4）知道地球自转产生了昼夜更替、时差等地理现象 √   

（5）知道地理公转产生了四季更替、五带形成及昼夜长短变

化等地理现象 
√   

（6）比较不同季节正午太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和长度  √  

（7）举例说明地球运动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  

2.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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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知道经纬线，说明经纬度划分的依据和特点 

 

 

 √  

（2）在地球仪上指出地轴、南北极点以及赤道、本初子午线、

180°经线、东西半球分界线、南北极圈、南北回归线、高中

低纬分界线 

√   

（3）在地球仪或经纬网地图上读出任一地点的经纬度 √   

（4）在地球仪或经纬网地图上找到与所给经纬度对应的地

点 
 √  

Ⅱ.地图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知道地图的语言 √   

（2）识别常用的图例和注记 √   

（3）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判断两点之间的相对方位  √  

（4）在各种比例尺的地图上量算两点间的实地距离  √  

（5）运用等高线和高程表在地形图上估算海拔与相对高度  √  

（6）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断坡度的陡缓  √  

（7）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读山顶、盆地、山峰、山脊、山谷、

鞍部、陡崖（陡坡的特例）等不同地形部位 
 √  

（8）在地形图上识别山地、丘陵、盆地、高原、平原五种地

形 
√   

（9）比较山峰与盆地、高原与平原、山地与丘陵的等高线分

布特点 
 √  

（10）理解不同比例尺地图承载信息的差异  √  

（11）运用地图提取所需的地理信息   √ 

（12）理解平面图、导游图、交通线路图等地图的内容特点

和阅读方法，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地图 
 √  

（13）在地图上查找地名，并选择到达该地点的最佳交通路

线 
  √ 

（14）知道电子地图、遥感图像等在生产、生活中的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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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地理 

Ⅰ.海洋与陆地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海陆分布 

（1）在地图上识别海洋与陆地 √   

（2）运用地图和数据，说出地球表面海、陆面积所占比例，

描述海陆分布特点 
 √  

（3）运用世界地图说出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分布和轮廓 √   

（4）在地图上找出亚洲与非洲、亚洲与欧洲、南美洲与北美

洲之间的分界线并指出南极洲、大洋洲的范围 
 √  

（5）在地图上识别大陆、主要的岛屿、半岛、边缘海、海峡、

内海等 
√   

2.海陆变迁 

（1）结合实例说明地球表面海陆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

中 
 √  

（2）了解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学说的过程 √   

（3）理解板块构造理论的核心内容  √  

（4）在地图上识别六大板块和板块的交界地带 √   

（5）理解世界著名山系及火山、地震带的分布（环太平洋火

山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火山地震带）与板块运动的关系 
 √  

Ⅱ.气候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天气 

（1）区分“天气”和“气候”，并正确加以运用   √ 

（2）识别常用天气符号，识别卫星云图中的基本天气信息 √   

（3）知道空气质量的高低与空气质量指数（空气污染指数）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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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4）结合实例说明造成空气质量高低的原因和空气污染造

成的危害 
 √  

2.气温与降水的分布 

（1）知道气温日较差、气温年较差、等温线 √   

（2）阅读世界年平均和 1月、7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纳世

界年平均气温的水平分布特点 
  √ 

（3）运用气温的垂直递减率解释海拔高度与气温的关系  √  

（4）知道降水、降水量、降水等级、等降水量线 √   

（5）根据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归纳世界降水量水平分布特

点 
  √ 

（6）根据气温、降水资料计算平均气温、气温日（年）较差、

月降水量、年降水量 
 √  

（7）运用所给数据，绘制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   √ 

（8）根据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归纳气温与降水的变

化规律 
  √ 

3.主要气候类型 

（1）在世界气候分布图上指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及特点 √   

（2）说出影响气候的纬度因素、海陆因素和地形因素 √   

（3）说明不同地区气候的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  √  

（4）结合实例说明气候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  

（5）理解全球变暖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后果及减缓措施  √  

Ⅲ.居民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人口与人种 

（1）根据世界不同年代的人口总数，说出世界人口增长速度

的变化特点 
√   

（2）运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资料，比较不

同地区人口增长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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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3）根据某地的人口统计资料，绘制简单的统计图表（如曲

线图、柱状图、折线图） 
 √  

（4）根据世界人口分布图，分析说明世界人口分布的特点及

原因 
 √  

（5）了解人口密度的含义 √   

（6）知道当今世界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了解人口老龄化 √   

（7）识别世界三大人种，并在地图上指出三大人种的主要分

布区 
√   

2.语言与宗教 

（1）在地图上指出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

拉伯语的主要分布地区 
√   

（2）识别反映世界三大宗教特色建筑景观的图片 √   

（3）说出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主要分布地区 √   

（4）结合实例说明聚落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5）结合实例说明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6）理解聚落的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7）知道中外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   

（8）理解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  

Ⅳ.地域发展差异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结合实例，比较不同地域发展水平的差异  √  

（2）运用地图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  √  

（3）结合实例说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  

（4）知道“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含义 √   

 

 



 7 

Ⅴ.认识区域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认识大洲（亚洲等） 

（1）据图说出某大洲的经度位置、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  

（2）运用地图和资料分别归纳出某大洲或地区的地形、气候、

河流特点 
  √ 

（3）运用资料说出某大洲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  √  

2.认识地区（东南亚、中东、欧洲西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两极

地区等） 

（1）在地图上找出某地区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其首都，

说出该地区地理位置的特点 
 √  

（2）根据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归纳图示地区的地势变化及

地形分布特点，解释地形与当地人类活动的关系 
  √ 

（3）根据图表，分析某地区气候的特点以及气候对当地生产

和生活的影响 
 √  

（4）根据地形图，说明某地区主要河流概况以及河流对城市

分布的影响 
 √  

（5）根据地图和资料，指出某地区对当地或世界经济发展影

响最大的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说出其分布、生产、出口等

情况 

√   

（6）结合实例说明某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  

（7）运用资料描述某地区富有地理特色的文化习俗  √  

（8）说出两极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开展科学考察和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 
√   

（9）知道两极地区各自的代表性动物 √   

3.认识国家（日本、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 

（1）在地图上指出某国家的地理位置、领土组成、首都和主

要城市 
√   

（2）运用地图和资料，说出某国家自然环境的特点  √  

（3）运用地图和资料，联系某国家自然条件特点，简要分析

该国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实例 
  √ 

（4）结合实例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某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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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5）结合实例说明某国家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方

面的经验、教训 
 √  

（6）根据地图归纳某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特点   √ 

（7）根据地图和资料说出某国家的种族和人口（民族、宗教、

语言）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特点 
 √  

（8）结合实例说明某国家自然环境对民俗的影响  √  

（9）结合实例说明某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

方面的联系 
 √  

（三）中国地理 

Ⅰ.疆域与人口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疆域与行政区划 

（1）运用地图说出我国的半球位置、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

及其特点 
 √  

（2）记住我国的领土面积，运用数据和地图说明我国既是陆

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 
  √ 

（3）在地图上指出我国陆上疆界和陆上邻国 √   

（4）在地图上指出我国濒临的海洋和我国的海上临国 √   

（5）理解我国地理位置的优势  √  

（6）知道我国基本的三级行政区划 √   

（7）记住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的全称、简称和行政中心，

并在我国政区图中准确指出其位置 
√   

2.人口与民族 

（1）运用有关数据说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  √  

（2）运用人口分布图说出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知道黑河—

—腾冲一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差异 
√   

（3）说明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  

（4）理解我国人口众多和增长较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

环境等方面形成的巨大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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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5）理解我国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必要性  √  

（6）运用民族分布图，说出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特征  √  

Ⅱ.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自然环境 

（1）运用中国地形图概括我国地形、地势的主要特征   √ 

（2）在地图上指出我国主要山脉、盆地、高原、平原和丘陵 √   

（3）在地图上说出构成三级阶梯的各主要地形区  √  

（4）运用地形图，对我国地形、地势特征做简单评价   √ 

（5）根据地图和资料说出我国冬季和夏季气温的分布规律和

温度带的划分，并据图说出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 
 √  

（6）根据地图和资料说出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干湿地

区的划分，并据图说出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 
 √  

（7）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 √   

（8）运用资料说出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  √  

（9）知道内、外流河和内、外流区的基本特征 √   

（10）在地图上找出我国流入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的主

要河流和主要的内流河 
 √  

（11）运用地图和资料，说出长江、黄河的水文特征及其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12）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举例说出

我国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取得的成就 
√   

2.自然资源 

（1）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生资

源的区别 
√   

（2）说明我国自然资源的主要特点  √  

（3）运用相关资料，说明我国土地资源的主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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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4）结合具体案例理解我国的土地国策  √  

（5）运用相关资料说明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点及其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6）结合实例，说明我国解决水资源季节、年际分配不均的

措施 
 √  

（7）结合实例，说明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  √  

（8）结合生活实际，提出适合的节水措施  √  

Ⅲ.经济与文化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经济发展 

（1）运用资料，说出我国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主要

分布区 
√   

（2）说出我国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农业生产的差异，并

简要分析差异产生的自然原因 
 √  

（3）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科学技术在发展

农业中的重要性 
 √  

（4）运用地图等资料说明我国工业分布的特点  √  

（5）知道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运用地图等资料，了解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分布特点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在工

业发展中的作用 

 √  

（6）了解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初步学会选择适当的交

通运输方式 
 √  

（7）运用地图，说出我国交通运输网络的基本分布格局 √   

（8）运用地图，说出我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及枢纽，知道主要

的高速铁路 
√   

2.文化特色 

（1）结合实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特色有服饰、饮

食、民居等的影响 
 √  

（2）结合实例说明我国地方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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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地域差异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结合我国的 1月 0℃等温线和 800mm年等降水量线，据

图说出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位置 
√   

（2）理解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东部湿润地区和半湿润地

区、亚热带和暖温带、水田和旱地等的分界线 
 √  

（3）联系实际，说明秦岭——淮河一线南北的生产、生活差

异 
 √  

（4）知道划分我国四大地理单元的主要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   

（5）在地图上指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地区、青藏地

区四大地理单元的范围 
√   

（6）从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角度比较四大地理区域的

自然地理差异 
 √  

（7）分析各地理单元自然环境对我国农业生产、交通运输、

聚落分布的影响 
 √  

（8）分析各地理单元自然环境对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生

活方面的影响 
 √  

Ⅴ.认识区域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位置与分布 

（1）运用地图简要评价某区域的地理位置   √ 

（2）在地形图上识别某区域的主要地形类型并描述该区域的

地形特征 
√   

（3）运用地图与气候统计图表等资料，说出区域的气温、降

水分布概况并归纳气候特征 
  √ 

（4）运用地图等资料，说出某区域的结构与产业布局特点 √   

（5）运用地图等资料，归纳某区域人口、城市的分布特点   √ 

2.联系与差异 

（1）理解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  

（2）理解河流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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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3）理解影响区域农业或工业发展的地理因素  √  

（4）根据材料比较区域内的主要地理差异  √  

（5）理解祖国内地对香港、澳门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  √  

（6）运用资料分析说明外向型经济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  √  

3.环境与发展 

（1）根据资料分析区域主要自然灾害与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后

果，了解区域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 
 √  

（2）理解区域环境和区域发展对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

影响 
 √  

（3）运用资料说出首都北京的自然地理特点、历史文化传统

和城市职能，并举例说明其城市建设成就 
 √  

（4）在地图上指出台湾省的位置和范围，分析其自然地理环

境和经济发展特色，说明台湾省自古以来一直是祖国不可分

割的神圣领土 

 √  

（5）根据地图和资料，说明我国西部开发的地理条件以及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  

（四）乡土地理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1）运用地图，描述安徽省的地理位置，分析其特点（经纬

度位置、相对位置） 
 √  

（2）运用图文材料等，结合实例说明安徽省主要地理事物的

变迁及原因 
 √  

（3）了解安徽省主要自然资源分布及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

影响 
√   

（4）运用图文资料说出安徽省人口数量、人口变化的基本情

况 
√   

（5）结合实例说明安徽省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成功做法、存在

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 
 √  

（6）了解安徽省的主要自然灾害，说出防灾、减灾举措与存

在的问题 
 √  

（7）了解安徽省的对外联系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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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A B C 

（8）了解安徽省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

生活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   

（9）了解安徽省的发展规划 √   

 

四、例证性试题 

例 1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小巷长约 100 米、宽 2 米，大约是东

西走向。“六尺巷”是彰显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美德的见证。读图，完成（1）-（2）

题。 

（1）在一幅比例尺为 1:5000的地图上，六尺巷的长度大约是 

A.1 厘米   B.2厘米    C. 10厘米   D. 20 厘米 

（2）晴天的时候，巷子南面的围墙会在巷子北面的围墙上留下影子。正午时分，

图中北面围墙上的影子最高的时候应当是 

A.春分     B.夏至     C．秋分     D.冬至 

 

【答案】（1）B  （2）D 

【说明】本题以桐城市乡土地理为题材命题，考察对比例尺、地球运动等知识的

掌握，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地理实践力”，对应的要求为“在各种比例

尺的地图上量算两点间的实地距离”、“比较不同季节正午太阳光下物体影子的

方向和长度”，考查层次为 B、B。（1）本题解题的关键是运用比例尺的定义进

行计算。比例尺＝图上距离/实际距离。（2）桐城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北，冬至这

天正午太阳高度达一年中最小，物体的影子最长，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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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杭州 G20 峰会于 2016 年 9 月 4 日晚 9点 15 在杭州西湖惊艳开幕，来

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峰会，杭州初秋的美景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据图，完成（1）-（3）题。 

 

 

（1）峰会开幕时，澳大利亚的悉尼（东十区）是晚上 11点 15分，这是由于 

     A.太阳运动      B.天气变化      C.地球公转      D.地球自转 

（2）此时，南美洲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所处的季节是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3）G20 峰会代表想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最适宜查看的地图是 

     A.北京市地图   B.中国政区图   C.世界政区图    D.世界气候图  

【答案】（1）D  （2）A   （3）C 

【说明】本题以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为背景，考查对地球自转、公转产生地理

现象的理解以及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地图，对应的要求“知道地球自转产生了昼

夜更替、时差等地理现象”、“知道地理公转产生了四季更替、五带形成及昼夜

长短变化等地理现象”、“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地图”，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中的“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要素，考查层次为 A、A、B。（1）不同地区

的时差是地球自转产生的地理现象。（2）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北半球为秋季，

南半球为春季。（3）在世界政区图上可以找到某一国家的位置。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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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我们可以通过制作等高线模型，观察不同地形部位等高线的形状特征。

下图是用橡皮泥制作的等高线模型以及根据该模型绘制的等高线示意图。据图，

完成下列各题。    

（1）图中甲、乙代表的相应地形部位名称

分别是＿＿＿＿＿＿、＿＿＿＿＿＿。 

（2）从等高线图中可以看出，坡度陡的地

方等高线＿＿＿＿＿＿（密集、稀疏），

坡度缓的地方相反。 

（3）图中山体的最高处海拔可能是 

A. 低于 750米       B. 等于 750米    

C. 高于 750米       D. 高于 800米 

（4）能正确表示以“甲—乙—丙”为剖面

线的地形剖面图是 

 

（5）除了用橡皮泥来制作等高线模型外，你还能用什么方法演示等高线地形特

征？（说出一种即可，简要说明你的演示过程。） 

【答案】（1）山脊  鞍部  （2）密集  （3）C  （4）B  （5）用大小不同的

泡沫板、硬币等叠加来演示，其它的言之有理也可。 

【说明】本题以等高线模型及绘制的等高线地形图为素材，考查对地形图的理解

和运用，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要素。对应

的要求为“运用等高线和高度表在地形图上估算海拔与相对高度”、“在地形图

上判断坡度的陡缓”以及“能够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读山顶、盆地、山峰、山脊、

山谷、鞍部、陡崖（陡坡的特例）等地形部位”，考查层次均为 B。（1）本题的

解题关键是掌握不同地形部位的等高线的形状特征，等高线向低处凸出的是山脊，

向高处凸出的是山谷，两山两谷之间是鞍部。（2）本题的解题关键是判读等高

线的疏密特征：坡度陡的地方等高线密集，坡度缓的地方等高线稀疏。（3）本

题的解题关键是掌握在等高线地形图中，一般等高距相等。（4）根据等高线地

形图可以绘制地形剖面图，首先确定剖面线，然后根据剖面线与等高线相交点的

A                   B                    C                 D 



 16 

海拔绘出相应的剖面图。（5）本题为开放性试题，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利用身边

的素材制作地理模型，提高地理实践力。 

 

例 4 下图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传统民居——合掌式房屋。该种风

格的民居主要位于本州岛中部的内陆地区。合掌式

建筑的屋顶十分陡峭，主要为防止 

 A.夏季台风     B.冬季大雪     

 C.秋季风沙     D.地震破坏 

【答案】  B 

【说明】该题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传统民居——合掌式房屋为素材，考查对民

居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掌握，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人地观

念”，对应要求为“结合实例说明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考查层次为 B。

根据题干中给的条件“主要位于本州岛中部的内陆地区”，排除夏季台风的可能。

另外，所给景观图的屋顶上布满厚厚的积雪，合掌式房屋能够减轻积雪给建筑物

的压力。 

 

例 5 2016年 8月 5日 20时，第 31届夏季奥运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

美国、中国、日本等国成为金牌大国，读下图完成下列各题。  

 

 

 

 

 

 

 

（1）2016 奥运会举办地巴西所在的大洲是     洲，三个金牌大国共同濒临的

大洋是        洋。 

（2）巴西和美国所在大洲的分界线是 

 A.苏伊士运河     B.白令海峡      C.巴拿马运河     D.麦哲伦海峡 

（3）和巴西相比，日本火山地震        （多、少），请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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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原因。 

【答案】（1）南美（洲），太平（洋）  （2）C   （3）多；日本位于太平洋

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地壳活跃。 

【说明】本题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第 31 届夏季奥运动会为素材，考查大

洲大洋的名称、分布及大洲分界线，以及对板块构造学说的掌握情况，体现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综合思维”、“区域认知”要素。对应的要求为“运用世界

地图说出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分布和轮廓”，“在地图上找到亚洲与非洲、

亚洲与欧洲、南美洲与北美洲之间的分界线并指出南极洲、大洋洲的范围”以及

“理解世界著名山系及火山、地震带的分布与板块运动的关系”，考查层次为 A、

A、B。（1）根据大洲的轮廓形状和地理位置能判断出大洲的名称。（2）根据大

洲轮廓图可知，巴西位于南美洲、美国位于北美洲，这两洲的分界线是巴拿马运

河。（3）本题为开放性试题，通过对比左右两图中日本、巴西的位置，前者位

于板块交界处，后者位于板块内部，进一步运用板块构造学说内容得出结论并分

析原因。 

 

例 6 “一带一路”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

称，它贯穿亚欧非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

互利合作。读下图完成下列各题。 

 

  

 

 

 

 

 

       “一带一路”示意图                        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 

（1）“一带一路”沿线没有的气候类型是 

A．热带季风气候          B．地中海气候    

C．温带大陆性气候        D．寒带气候           

（2）雅典站的气候类型是        气候，位于亚热带大陆的     （东、西）

雅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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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3）根据气候统计图表，归纳乌鲁木齐和鹿特丹两地的气候特征，并说出产生

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鹿特丹                  乌鲁木齐  

【答案】（1）D  （2）地中海，西 （3）鹿特丹全年温和湿润，乌鲁木齐冬夏

温差大，降水较少。产生差异的因素主要是海陆位置。 

【说明】该题以“一带一路”为素材，考查不同地区气候类型、分布、特征及影

响因素，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要素，对应要

求为“在世界气候分布图上指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及特点”，“说出影响气候

的纬度因素、海陆因素和地形因素”，“说明不同地区气候的差异及主要影响因

素”，考查层次为 A、A、B。（1）“一带一路”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及大西洋，

途径亚洲、欧洲、非洲，根据气候类型分布图得出未经过寒带地区。（2）根据

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雅典位于亚热带大陆西岸，属于地中海气候。（3）根据

鹿特丹和乌鲁木齐两地气候特征，乌鲁木齐冬夏温差大，降水较少。乌鲁木齐位

于内陆地区，降水少；鹿特丹位于大陆西岸，常年受海洋影响大，降水较多。产

生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海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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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 2015年 3月 26日，在美国的

支持下，沙特阿拉伯等国对也门首都萨

那等地的反政府武装目标发动空袭，也

门安全局势急剧恶化。读该区域图，完

成下列各题。 

（1）下列国家不属于中东的是 

  A.埃及         B.沙特阿拉伯        

  C.伊朗         D.阿富汗 

（2）本地区最丰富的能源资源是 ___________，其对外主要运输方式是

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3）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定于 12 月 18 日举行，北半球所处的季节

是                            ，在该季节举办的主要原

因                                                                。 

（4）二战以来，该地区战事频繁，分析本地区冲突不断的原因：__________ 

                                    。 

【答案】（1）D  （2）石油，海运，管道  （3）冬季    该地位于热带地区，

冬季气温相对凉爽，有利于比赛  （4）地处三洲五海之地，战略位置重要；争

夺丰富的石油资源，争夺紧缺的淡水资源；不同的民族、宗教引起的冲突；外部

势力的干预等。 

【说明】本题以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为背景，考查对该地位置特点和区域特征的

掌握，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观念”

要素，对应要求为“能根据所给的地图和资料，指出某一地区对当地或世界经济

发展影响最大的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说出其分布、生产、出口等情况”、“根

据所给地图和有关资料，在地图上找出某一地区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其首

都，说出该地区地理位置的特点”，考查层次为 A、B。（1）本题的解题关键是

了解中东地区的范围，阿富汗不属于中东。（2）本地区的波斯湾及其沿岸国家

石油资源丰富，主要通过海运或管道对外输出。（3）本题的解题关键是了解该

地的纬度位置对气候的影响，该地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属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

燥，12月份气温相对凉爽。（4）引起该地区冲突不断的原因与该地的资源、位

置、民族、宗教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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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据报道，在 2016-2017的大洋南极科考任务

中，“海洋六号”于 2016年 12月正式加入了科考队

列，与“雪龙号”并肩作战。 2月初，在南极中山站，

“雪鹰 601”飞机也已开始了它的正式业务化运行。

“本次科考开启了中国南极海陆空立体化协同考察

的新纪元”。图为中国南极科考站分布示意图，完成

下列问题。 

（1）说说我国南极科考站建站时间一般都选在 1、2月份的原因。 

 

 

 

（2）在南极建昆仑科考站时，需要克服哪些不利气象条件？ 

 

 

 

（3）科学家在南极地区多年考察发现，该地区有冰川融化加速、冰层变薄的现

象，请解释原因。 

 

 

 

（4）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对污染物的处理正确的是 

 A.就地排放 

 B.送到当地的垃圾回收站  

 C.各国自己做净化处理，处理不了的，收集保存，运回国内处理   

 D.由于南极至今无人定居，垃圾可任意排放 

【答案】（1）正值南极的夏季，南极地区为极昼期，白昼时间长，气温相对温

暖，利于施工建设。（2）严寒、大风。昆仑站由于海拔较高，还需要克服缺氧。

（3）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使得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断

增加，全球气候日益变暖，导致极地地区的冰川融化速度加快。（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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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题以南极科考为切入点，考查对南极极端气候、气象特征、人类活动

对南极的影响及南极的环境保护等相关知识的掌握，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

“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观念”，对应要求为“结合实例说明气候

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说出两极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开展科学考

察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理解全球变暖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后果”，

考查层次为 B、A、B、A。（1）1、2月处于南极地区夏半年，是一年当中白昼最

长，出现极昼现象，气温相对温暖的时期，利于人类活动。（2）昆仑考察站接

近南极点，气候极端严寒；南极是地球上的“风库”；南极大陆上覆盖着很厚的

冰层，平均厚度 2000 多米，地势高，缺氧。（3）二氧化碳对大气有保温作用，

本题考查了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全球变暖对极地地区冰川融化加速

的影响。（4）南极的低温，使污染物分解大大放慢，爱护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是各国考察队员的共同心声。故选 C。 

 

例 9 阅读下列图文资料，回答问题。 

2016 年 5 月，“长征七号”火箭搭乘“远望 21”航天

运输船从天津出发顺利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与酒泉、太原、

西昌航天发射场相比，文昌航天发射场在纬度、安全性、运

输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1）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从天津运至文昌，途径的海域

是分别是      

         A.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B.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C.东海→渤海→黄海→南海 

     D.南海→东海→黄海→渤海  

（2）文昌所在的省级行政区是 

     A.福建      B.台湾         C.海南       D.广东 

（3）如果邀请我国隔海相望的邻国前往基地参观火箭发射，最近的国家

是             。 

（4）根据材料简述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优势。（至少答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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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B （2）C （3）越南  （4）纬度低、安全性好、海运便捷等

优势。（答对两点即可） 

【说明】该题以“长征七号”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基地发射为切入点，考查

对我国疆域及行政区划及我国地理位置的了解，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综

合思维”、“区域认知”要素，对应要求为“记住我国 34个省级行政区的全称、

简称和行政中心，并在我国行政区图中准确指出其位置”、“在地图上指出我国

濒临的海洋和我国的海上邻国”、“理解我国地理位置的优势”，考查层次为 A、

A、B。（1）从天津到文昌途径的海洋有北向南分别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四大海域。（2）根据该地所在省级行政区域的轮廓及位置可判断是海南省。（3）

距离该地最近的国家应为越南。（4）根据材料结合地图可知该航天发射场具有

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射向宽，安全性好、海运便捷等优势。 

 

例 10 下图是 2012 年卫星拍摄的我国部分及周边地区灯光照片（图中亮色

部分为灯光），据此完成下列各题。 

 

（1）说说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哪些地理现象或地理事物。（请任写出 3个）  

 

 

（2）分别写出乙、丙和丁所指示的我国地形区名称。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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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三角洲    丙：         盆地    丁：         高原 

（3）甲岛是我国的          岛，试从地形、人口和城市分布等方面，分析该

岛东西部夜景差异大的原因。 

 

 

【答案】（1）人口分布   城市分布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道路的分布  海

岸线分布  海陆分布等；渤海   台湾海峡  海南岛  朝鲜半岛  长江三角洲等 

（任答三点即可。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2）珠江三角洲  四川盆地  青藏高原 

（3）台湾   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灯光明亮区范围大。西部为平原，人口稠密，

城市众多。（也可从东部角度回答：东部主要为山地，地形崎岖、人口和城市都

较少） 

【说明】此题以 2012 年卫星拍摄的我国部分及周边地区夜景照片为素材，考查

从图片中提取地理信息、中国地形区分布、台湾岛位置及其区域特征的掌握，体

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综合思维”、“区域认识”，对应要求为“运用地图

提取所需的地理信息”、“在地图上指出我国主要盆地、高原”、“在地图上找

出我国的主要河流”、“在地图上指出台湾省的位置和范围，分析其自然地理环

境和经济发展特色，说明台湾省自古以来一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考

察层次为 C、A、B。（1）灯光的疏密说明人口、城市的分布状况，连带出经济发

展水平，同时，灯光基本现出了我国海岸线轮廓，答案由此可得。（2）根据中

国地形分布图得出答案。（3）本题解题关键是了解台湾岛东、西部地形、人口

分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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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 下图为我国江淮之间某县级市地形示意图，

《某市 2012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指出：该市滑坡等

地质灾害高发期为 7-8月份。读图完成（1）-（4）题。 

（1）该市主要地形类型为 

   A.山地        B.丘陵 

   C.平原        D.盆地 

（2）据图推断，该市河流流向总体为 

   A.自北向南      B.自西北向东南  

   C.自西向东      D.自东北向西南 

（3）该市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区为其 

   A.东南部    B.西北部    C.东北部     D.西南部 

（4）该市 7-8月易发生地质灾害主要原因是 

   A.滥伐森林     B.期间日照时间长、平均气温高 

   C.过度开垦     D.期间强降雨和连续降雨频繁 

【答案】（1）C （2）B  （3）B  （4）D 

【说明】此题以某市地形示意图为载体，考查对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滑坡产生

的原因的掌握，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对应

的要求为“比较山峰与盆地、高原与平原、山地与丘陵的等高线分布特点”、“在

等高线地形图上判断坡度的陡缓”、“理解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

互影响”，考查层次为 B、B、B。（1）该市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00米以下，且等

高线稀疏，故选 C。（2）该市西北海拔 300米，东南地势低，在 100米以下，有

湖泊分布，故选 B。（3）该市山区分布在西北，故选 B。（4）读图可知，该市

位于我国江淮之间，7-8月是一年当中降水最多、降水强度最大的时期。 

 

例 12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当年长征跨越了 12个省、总行程

达 2.5 万里以上。中央红军长征从 1934 年 10 月 10 日到 1936 年 10月，起点是

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

西康、甘肃、宁夏、陕西，最终到达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瑞金出发——挺进湘

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

河（意义：打乱敌人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强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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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结

合下图完成下列各题。 

 

（1）请写出长征路线所经过的以下区域的名称    

    A ＿＿＿＿＿＿＿＿丘陵 

    B ＿＿＿＿＿＿＿＿高原 

    C ＿＿＿＿＿＿＿＿盆地 

（2）敌军封锁线所在的省级行政区有 

    A．云南      B．四川     C．甘肃      D．湖南 

（3）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解释在考察中发现的下列现象的原因。 

现象 1. AD两地民居的建筑形式不同 

                                                                  

现象 2. 长江及其上游流域建有较多的水电站 

                                                                  

【答案】（1）东南丘陵 云贵高原 四川盆地 （2）D （3）A地气候湿润，降水

多，屋顶坡度较大，便于排水；D地位于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冬季寒冷，降水

少，屋顶以平顶为主，窗户较小，墙体厚。地处在我国二、三级阶梯交界处，河

流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适合建水电站。 

【说明】该题以“红军长征路线”为切入点，考查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地形区的

分布，地形特点及其影响, 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综合思

维”、“地理实践力”要素，对应要求为“在地图上指出我国主要山脉、盆地、

高原、平原和丘陵”、“在地图上说出构成三级阶梯的各主要地形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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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考查层

次为 A、B、A、B。（1）依据中国地形图，得出结论。（2）A地处于南方季风气

候区，D地位于西北地区，两地气温、降水等气候差异对房屋的屋顶坡度、窗户

和墙体厚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长江及其上游流域阶梯交界处的河流落差大，水

能资源丰富，适合建水电站。 

 

例 13 如果把长江比作“箭”，把东部沿海地区比

作“弓”，那么长江三角洲就位于箭头的位置。上海是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结合图，完成下列问题。 

（1）上海位于我四大工业基地中的 

A．沪宁杭工业基地      B．京津唐工业基地 

C．辽中南工业基地      D．珠江三角洲工业基地 

（2）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形以            为主，河湖

众多，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                  ”。 

（3）在上海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条件有哪些？（提示：从

位置、交通、经济等方面分析，写出两点即可） 

                                                                      

                                                                      

【答案】（1）A   （2）平原  鱼米之乡（3）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江海交汇之

地，交通便利（铁路、水路等交通发达），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对外开放联系

密切等（符合优势条件均可）。 

【说明】该题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位置示意图为素材，考查对我国长江三角

洲地区区域特征的掌握, 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要素，对应要求为“运用地图等资料，说出某区域产业的结构与

产业布局特点”、“运用地图简要评价某区域的地理位置”，考查层次为 A、C。

（1）根据图可判断上海位于沪宁杭工业基地。（2）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形以平原

为主，河湖众多，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3）本题的解题关

键是运用地图及所学相关知识分析上海在地理位置、交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

优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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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4 一个区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

同时还要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据此完成（1）-（3）题。 

（1）下列农业发展符合因地制宜原则的是 

A．新疆大力发展种植业            B．东北平原大力发展水稻种植业 

C．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淡水养殖    D．欧洲西部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 

（2）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主要区位优势是 

    A．京广、京沪铁路直通本地区        B．热带季风气候的水热条件好 

    C．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且毗邻港澳    D．矿产资源和能源充足 

（3）西气东输工程的优势体现在  

    A．缓解西部的交通压力      B．缓解了东部地区的能源紧张  

    C．改善西部的环境污染      D．迅速增加了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 

【答案】（1）C   （2）C  （3）B 

【说明】该题以可持续发展这一人地思想为统领，考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工业

基地区位因素分析和重大能源工程评价, 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人地观

念”、“区域认知”要素，对应要求为“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必要性”、

“理解影响区域农业或工业发展的地理因素”、“了解区域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

利用的成功经验”，考查层次为 B、B、B。（1）根据各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性，

有针对的选择合适的农业生产部门或对象。（2）结合珠江三角洲的位置、气候、

资源和人文，理解并选出该区域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3）从西气东输工程的

气源地和输入地，对该工程的经验进行总结。 

 

例 15 材料一：引江济淮工程，被称为安徽的“南水

北调”工程。它是一项以工业和城市供水为主，兼有农业

灌溉补水、生态环境改善和发展江淮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大

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按所在的位置，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

巢、江淮运河、淮水北调三段，是安徽省水资源配置战略

工程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改善的重大基础设施。 

材料二：安徽省略图 

（1）图中 A为        （河流），B为      （河流）， C为      （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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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安徽风景名胜 D为         。该地适宜种

植的农作物是 

     A.棉花    B.水稻   C.茶叶   D.小麦 

（3）填写各地优势矿产名称。 

    淮北、淮南            铜陵           马鞍山______________ 

（4）根据材料一分析引江济淮工程对我省的有利影响。 

【答案】（1）长江  淮河  巢湖  （2）黄山  C  （3）煤  铜  铁  （4）有

利于沿途地区的工业和城市供水、农业灌溉补水、生态环境改善和发展江淮航运

等。 

【说明】本题以引江济淮工程和安徽地理位置及资源分布为基础，考查对安徽区

位及资源优势的了解，体现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

要素，对应要求为“运用地图描述家乡的地理位置，分析其特点”、“了解安徽

省主要自然资源分布及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了解安徽省的发展规划”

等，考查层次为 B、A、A。解题关键是了解安徽省行政区划及资源、交通等的分

布情况。 

 

五、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试题内容分布：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占 40%左右，中国地理占 55%左右，

乡土地理占 5%左右。 

2.试题难度分布：较容易题约占 70%，中等难度题约占 20%，较难题约占 10%。 

3.考试采用闭卷笔答形式。 

4.试卷分为Ⅰ卷和Ⅱ卷两部分。其中Ⅰ卷为单项选择题，Ⅱ卷为非选择题（包

括读图分析、填图、绘图、填表、简答等）。 

5.考试时间：90 分钟。 

6.考试分值：总分 100分。Ⅰ卷为 50分，Ⅱ卷为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