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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说明珀斯夏季风向日变化明显的原因。

（4）分析珀斯冬季风力强劲的原因。

珀斯冬季和夏季的风力不同，且夏季风向多变，解题应从

时间尺度大小入手，考虑风的类型。

珀斯在 30°S~40°S之间，冬季全球气压带和风带北移，处

于盛行西风带；加上中纬度冬季南北温差大，则气压梯度力大；

西临辽阔海洋，则风力强劲。夏季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处于无

大风状态，但海陆位置形成海陆风。珀斯西临海洋，东连大陆

上面积广大的沙漠，夏季多晴天且海洋和沙漠比热容不同，升

温和降温速度不同，昼夜温差大；同时因海陆热力性质差异白

天风从海洋吹往陆地；夜晚风从陆地吹往海洋，所以风力微弱

且多变。

通过上述两组试题说明，解答试题要关注区域空间或时

间尺度大小，考虑较大尺度的一般规律和较小尺度的特殊现

象。当研究局地小区域时，不能以大区域的规律来说明小区

域的特征，要根据小区域的地理事象进行分析，才能找到正

确答案。▲



探究地理景观图的解题策略
●王宗意/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第一中学（236000）

一、地理景观图的作用和呈现方式
任何景观图都是当地地理环境的一面镜子，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景观图往往是直观的物体，但其背后却隐性地反映了当地

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景观图功能不同，而高考景观图主要功能

包括：通过景观图判断区域位置、分析景观图所在地的环境特

征和分析景观图的形成原因等等。

高考景观图呈现的方式和类型多种多样，就呈现方式而言

主要有两种：一是单独景观图片呈现（两小类），包括独个图片

和组合图片；就呈现类型而言主要有两类：人文景观图和自然

景观图。例如，2017年全国文综Ⅲ卷第一题“剪纸”属于独个

图片，也属于人文景观图；2017年全国文综Ⅰ卷第一题“绿化

景观隔离带照片”属于组合图片，也属于自然景观图。二是文

字材料和景观组合型，该类试题呈现的景观也是自然或人文图

片，这类试题在选修试题中出现较多。例如，2017年全国卷Ⅰ
第43题（旅游业健康发展）和2017年全国卷Ⅱ第44题（人工林

防水土流失）等。

二、地理景观图的分析思路
从高考的发展趋势来看，以景观图为载体考查学生能力的

试题会成为常考试题，所以掌握基本的分析步骤是必需的，其

基本步骤主要分三步：

第一步：明确是什么即——what.通过材料和景观图明确

其是什么物体或现象。

第二步：明确景观位置即——where.景观的位置确定主要

通过特殊景观定位法和材料分析定位法等。

第三步：分析问题即——why分析的时需要结合图文材料

进行区域整体把握，不仅要把材料中的信息进行圈画还要认真

观察图片的各个细节，然后提取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并结合课本

原理进行分析解答。

例题解读：（2017年新课标全国Ⅲ卷）剪纸是中国传统民

间艺术，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剪纸表现的内容丰富，反映人们生活习俗和风

情等，图1是一副剪纸作品。

图1

（1）图示剪纸反映的景观主要分布于我国：

A.四川盆地 B.华北平原

C.珠江三角洲 D.长江三角洲

（2）形成这种景观特征的自然条件：

A.沟壑纵横，降水集中 B.地势低平，降水丰富

C.地形封闭，排水不畅 D.山河相间，降水均匀

【命题立意】

该题属于典型的通过图片判定地理位置及该地自然环境，

考查学生核心素养之区域认知和逻辑思维，同时以传统文化为

切入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

【解读】

图片中现象是“小桥流水”（what），这是我国长三角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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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分布区（where），长三角地区地势低平且为亚热带季风气

候，降水丰富，所以河网较密，小桥流水（why）.
三、地理景观图分析的方法技巧
地理景观题虽然解之不易，但是也不能遇之避之，所以掌

握基本的方法技巧对学生解题是有很大帮助的，分类了解解题

基本技巧：

（1）考察位置类。通过景观图考察位置是较常见的一种考

察方式，解答该类试题时应该以景观为切入点，首先细心观察

其特点，其次通过抓典型来分析解答。例如，遇见特殊的景观，

如雨林、草原、吊脚楼、富士山和沙漠景观等，可以直接划定大

体区域，最后思考典型分布地区即可。如果是非常见的，如剪

纸、建筑、桥梁、道路、岩石、地貌和天象等，就需要先分析事物

所在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后分析定位。

（2）考察成因类。景观的成因无外乎自然原因和人为原

因，该类试题解答时可以从以下方面去思考：一是根据自然

景观类型分析成因，自然景观类型主要取决于当地自然环

境，例如亚热带常绿硬叶林植被，叶片厚有蜡质与当地夏季

炎热干燥的气候关系密切；喀斯特地貌地表崎岖与流水侵蚀

有关；二是根据人文景观特点分析成因，人文景观是当地地

理环境的间接反映，也是适应当地地理环境而产生的，所以

考查人文景观的成因主要也是考虑当地地理环境。例如我

国福建省东部平潭县地区有很多低矮、顶缓和窗小的石头房

—石头厝，这种房屋的建造是当地石头多、风力大和降水少

等自然环境因素决定的。

（3）考察景观图功能作用类。此点主要是对景观图中反映

出的人文事物功能作用进行切入分析。该题型常以一些重大

的工程或典型的人文景观作为载体，考查学生推理和逻辑分析

能力。对于此类题型考查的功能无外乎与人类安全和经济发

展有关，所以学生要先观察图片事物的形态结构和位置来判定

它的作用。例如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绿化带作用应该是规范

车流保障安全等作用、水利工程具有蓄水防洪的作用等。

（4）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关系类。这类图片主要考查该区人

类活动和环境的相互影响，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类似考察成因，

这里不再赘述。针对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应该观察照片中事物

的外貌特征和分布，再结合地理景观所体现的变化来确定。实际

上这类试题考查的还是自然环境整体性，例如在西北区域，由于人

类和该区域突出的矛盾关系导致土地严重的荒漠化、现代沙漠区

域面积在不断地扩大，反映出人类活动频繁加剧，以及江南丘陵地

带的立体农业反映出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和谐发展等。

综上所述，地理景观图类试题如果从平时和考前两方面着

手，学生对于景观类考题是可以解决的。第一，平时的地理学

习和生活中，对于一些常见景观多注意观察了解。第二，对于

典型的景观做好分析并归纳其考查的方向。第三，在考试中要

能抓住景观图中的典型特征或关键信息，再根据题干所给的材

料以及结合所学的地理知识进行解答。因此，高考考生若能在

学好高中地理基础知识的同时，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地理景观图

的解读技巧，就能顺利地解决地理景观图类题型，为自己高考

加分。▲



浅谈新学考对农业区位因素教学的新要求
——关注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吴 琼/山东省泗水县第一中学（273200）

随着高中地理新课程改革在全国的推行，面对“新高考、

新考情、新问题”，山东省、北京市、海南省、天津市等制定了《普

通高中 2017级地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新版课标最突出的

亮点在于增加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内容，以此为

指导，针对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实施建议等方面做

出了细致地调整。《普通高中 2017级地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新课标“内容标准”细化为“教学内容建议”等。对“农业与地理

环境”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与修订，融入到培养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内容中。具体变化如下：

内容标准：结合实例，说明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并分

析农业区位因素。

内容标准与教学内容要求：①将“农业地域类型特点及形

成条件”，调整为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特点。首先，13种农业地

域类型，专业、繁杂，学生很陌生；其次说明不同地区农业生产

特点，是分析农业区位因素的载体。②“农业生产活动对地理

环境影响”在环境保护有阐述，故删除。③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时，要关注农业发展新趋势，如土地流转、土地承包、农业工厂

化、农业与互联网+、城镇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旅游等，

这些因素学生非常陌生，针对等级考试要求需适量增加类似的

新素材。依据《普通高中2017级地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对分

析农业区位因素的新要求，本人浅谈一些我国农业发展新趋势

有关内容，了解现代农业生产的特点，体会农业区位因素的新

变化。与时俱进实现新学考对农业区位因素教学的新要求。

一、关注我国现代农业新政策——土地流转

农业政策是重要的农业区位因素，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发

布的《决定》中，就“三农”问题明确要求“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加快构建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涉

及到农业生产、农村土地流转、城镇化、户籍改革等一系列“三

农”发展问题。其中土地流转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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