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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总体概况

本套试题考查内容参照国家教育部 2017 版《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主要内

容为地理 1和地理 2 人口部分内容。试卷结构分为选择题（共 48 分）和综合题

（共 52 分）两部分，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题力求彰显地理学科特色，突出能力立意，价值引领，在全面考查学生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反映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达成水

平，体现基础性、时代性、适切性、科学性和公平性。涉及地球与地球环境（岩

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人口与地理环境等主干知识，对自然地理的主

要地理规律和地理原理的掌握进行检测。试卷共有 28 幅图，涉及示意图、统计

图、等值线、分布区图等。全市均分 62.1，试题较灵活有难度，与预测均分 65

分还存在一定差距。

试题覆盖面广，全卷无偏题、怪题，难度适切，较好地测评了学生的认知水

平、价值判断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对高中地理必修段教学起到积极的导向

作用。

二、测试数据分析

学校 选择题 排名 综合题 排名 均分 均分差 排名

A06 仪征中学 41.7 2 31.3 2 73.1 11 1

B09 二附中 38.3 11 31 3 69.2 7.1 7

仪征其他 40 7 22.5 24 62.5 0.4 14

B10 仪征二中 35.4 22 25.1 19 60.5 -1.6 21

B11 精诚中学 32.3 29 20.8 32 53.2 -8.9 31

仪征 37.5 2 27.7 1 65.1 +3 1

扬州 36.4 25.7 62.1

1.客观题得分较高，反映学生对于基本原理与规律的判断力较强。

（1）本卷客观题满分为 48 分，全市均分为 36.4 分，得分率为 75.8%。第 8、15、

16、19、21 题得分率低于 60%，主要涉及的考点有外力作用、海水运动—潮汐、

自然带的特征、地理信息技术等。

2.主观题得分相对较低，反映学生对原理应用及归纳总结的能力欠缺。

本卷综合题满分为 52 分，全市均分为 25.7，得分率为 49.4%。低于选择题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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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主观题的得分率见下表，其中 25（3）、26（3）（4）、27（3）（4）（5）、

28（1）（4）题得分率较低，各题详细分析情况见附录部分。

综合题答题情况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有：

（1）学生答题中存在审题不清、答非所问情况，结合有关地理事实材料和热点

新闻，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通过比较、判断、分析、释述地理现象的基本原理

与基本规律能力有待加强。

（2）学生阅读分析教材中的基本模式图、规律图、过程示意图不够充分，遇到

试题中的各种变式图，不能做到准确地解读和分析所获取的地理信息。

（3）学生错别字较多，答题规范性欠缺。用文字比较准确、简洁地阐述、归纳

地理现象的原因、理由的能力有待提高。

（4）学生对地理实验题的认知欠缺，提高实验效果的方法不科学，反映地理实

践力的培养还需要更加重视。

3.从我市四所学校在扬州大市的排位看，仪中、二附中在同类学校中位次靠

前，二中情况正常，精诚位次略偏后，但较往年有所进步。

三、对教学工作的启示

1.研读课标，明晰教学方向

教师应高度关注 2017 版《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其中“培养现代公民

必备的地理素养”是高中地理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它对应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培

养目标。

首先，在学生的认知发展上帮助学生形成从地方、区域乃至全球视野看待世

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意识，可以使学生形成一种特殊的思维品格、思辩能力和创

造素质。其次，在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上，地理教育对学生爱祖国、爱家乡

情感的培养，对“只有一个地球”、“尊重自然”、“环境道德”、“资源道德”

等道德意识的形成，均可发挥特殊作用，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优势。再次，

在科学观念的培养上，地理学科教育承担着使学生具备学科的人地观、环境观、

资源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意识、国际意识的重任。第四，在公民意识的培养

上，地理教育在使学生形成国家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2.研读试题，明晰测试方向

教师应研究各类试题，命题已经由知识型测量转化到能力型测量，更加注重

考查继续学习的潜能，突出以学科知识及现实案例为材料的理解、分析、综合应

用等能力结构，体现学科价值与地理核心素养的特点。“出活题，考能力”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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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立意”和“素养立意”，反映了由经验型命题向科研型命题的发展变化，地理

命题实践日趋科学、规范、完善。

教师教学中按高中地理学业合格标准，明确《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提出

的知识范围，结合教材熟知核心概念、完善与建构地理知识体系，能够融会贯通。

加强知识联系与运用，掌握实际案例的分析方法，完善综合能力结构，能够触类

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