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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区域地理教拳巾的困惑 
浙江省富阳第二中学 (31 14,00) 项爱明 

区域地理是指研究整个地球或行政分区的自然地 

理 (地理位置、范围、地形、气候、河流 、湖泊、土 

壤、植被等)和人文地理 (民族、人种、人口、城市、 

交通、经济发展等)的地理学科分支。 <<2ol1年浙江省 

普通高考考试说明 (文科)》地理的考试范围中明确指 

出： “区域地理 (世界地理、中国地理 )是高中地理知 

识必要的载体。”但浙江省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是综 

合课程，相关的地理知识分散于《科学》与 《历史与社 

会》两门综合学科中，知识零碎且要求较低。而高中地 

理课程安排中，必修Ⅲ侧重于区域的综合开发整治， 

对区域地理的基础知识并没作具体安排。这样的课程设 

置，使得浙江省高中学生的区域地理知识相当缺乏，难 

以满足高考对区域地理知识的要求。 

通览全国各地各年的高考文综地理试题 ，有一显 

著特征就是注重对区域的考查。试题多以区域地理为载 

体，或直接考查相关的区域地理基础知识，如考查某区 

域的地形、气候 、水文、工农业生产等。或以区域地 

理基础知识为背景，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自然地理和人文 

地理的基本原理，去描述和阐释区域地理事象，论证和 

探讨区域地理问题，谋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高 

考试题的研究分析，高中区域地理的教学须完成三大教 

学目标：一是判定区域位置；二是把握区域特征，比较 

区域差异——这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知识的落脚 

点；三是研究区域发展问题，或对发展条件作出评价， 

或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相应的措施——它是自然 

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的具体综合应用。在区域地理的教 

学中，进行区域定位是前提，把握区域特征是基础，谋 

求区域发展是目的，但在很多的地理课堂教学中，存在 

着诸多的问题与困惑。 

困惑一：不知这是哪儿 

在各地高考试题中考查考生区域地图定位能力的 

试题比较多，能力要求有高有低，有的区域仅作试题的 

背景而存在，也有些试题须进行准确的区域定位才能作 

出正确的解答。区域的定位主要依据有经纬网、轮廓 

形状、海陆位置、主要地理事物的分布、地理事象空间 

及其对 策 

结构及变化等，其中难度较大的是根据经纬网来推断定 

位。~[12010年浙江卷中的5～6tJ-~题，它的解答必须通过 

经纬网进行准确的定位，推断出它们分别指的是台湾西 

部、尼罗河三角洲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法国南部地中 

海沿岸之后，再根据四地区农业发展状况 (农作物、农 

业地型类型 )，才能最后作出正确的区分 、判断与选 

择。因此掌握区域定位的基本方法，具备区域定位的基 

本能力是区域地理学习的基础性要求 ，它是解题的前 

提。 

对策一：学会想象，构建 “心理地图” 

根据轮廓形状、主要地理事物的分布等进行区域 

位置的判定相对较易，但这仍需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方能 

进行，难度较大的是依据经纬网进行定位，这需要 “心 

中有图”。区域定位的训练，一可以沿着各大陆的海岸 

线 “走”一遍，识记沿途的轮廓形状 、半岛、岛屿、边 

缘海及海峡、运河等，之后再进行回忆与想象，想不清 

楚的再翻开图册看，这样的好处在于对主要地理事物的 

相对位置能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二是可以选定几个主要的 “点”，使其成为 “已 

知点”，据此来推测图示区域大致的位置。如在赤道上 

可设定三个点：(o。，0。)在几内亚湾，(0。，100。E) 

在马六甲海峡附近 ，(0。，50。W )在亚马孙河口。然 

后再尝试将其连成线，去识记、想象途经的主要地理事 

物：从几内亚湾出发向东，经刚果盆地，过东非大裂 

谷，穿越东非高原 ，横贯印度洋到马来群岛，穿越太 

平洋，翻越安第斯山脉，横穿亚马孙平原，到亚马孙河 

口，以 “点”带面，熟识重要地理单元的分布。这样做 

的好处在于可以根据这些 “已知点”，能推测出邻近的 

未知区域所在的大概位置。 

困惑二：不知这儿怎样 

翻开我们通常所用的区域地理图册，不难发现图 

中承载的信息过多，过于繁琐，既有区域的地形起伏、 

地形单元的名称与分布信息，也有该区域的河湖分布， 

还有矿产资源、城市、交通等信息，甚至于某些地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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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名称因其排列过疏而无法读全它。面对地图中众多 

的名称，真不知该记些什么?该记到什么份上? 

对策二：学会取舍 ，处理好宏观与微观 ，模 

糊与具体的关系 

以中国地图出版社的 《中学地理复习用参考地图 

册》中的印度为例，涉及地形单元的名称有6个，城市 

地名有27个，矿产资源的符号有30个，还有大量的河 

流、铁路等线状信息，面对地图更多的感受是无所适 

从，不知该看些什么?该记些什么?所以学会取舍是必 

须的。 

如印度的地形笼统来说，北部是山地 ，中部是平 

原，南部是高原；南北高，中部低。这是一种宏观的把 

握，相对具体地理事物名称来说是比较模糊的一种认识 

与把握。而从具体的角度来看，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地， 

中部是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除地形单元名称的 

识记外，地形特征也一并掌握。若从微观角度看，北部 

是喜马拉稚高山区；中部是恒河平原，向东则是布拉马 

普特拉河沿岸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它包括西北部的 

印度沙漠，高原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东高止山脉和西高止 

山脉，总体比较低矮，由西向东倾斜。 

很明显 ，在把握如此众多繁杂的地形相关信息 

时，因认知水平、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有差异，可按三 

个层次要求来对待处理：第一层次，宏观把握——印度 

地形可分三个地形单元，南北高，中部低，这是基础性 

的要求，也是必须达成的；第二层次，具体掌握——印 

度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地，中部是叵河平原，南部是德干 

高原，南北高，中部低，即加入了该国主要地形单元的 

名称，这对绝大部分学生来说也能达成；第三层次，微 

观落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当然这在教学中是不可 

取的、不能提倡的，这仅仅是对学有余力的、有兴趣爱 

好的同学，可以鼓励而为之，但决非课堂教学的目标。 

所以在识记 、掌握区域地理知识，尤其是对地理 

事物的名称方面，要学会取舍，要妥善处理好宏观与微 

观，模糊与具体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要求能从宏观上 

去把握某区域的地理特征。 

困惑三：不知为何这样 

在高考试题中，很多的设问是建立在某一地理事 

实基础之上的，对问题的正确解答，正是对高中自然和 

人文地理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能否得以有效迁 

移、灵活运用的考查。产生这一困惑的主要原因是如何 

在区域地理的学习中，有效Nag用高中地理课程所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去阐释某区域出现的现象或存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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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三：学会阐释，做到知 “地”明 “理” 
-

k,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6@ ：图1为世界某区域示 

意图⋯⋯完成下列问题。 (2)简述 “雪带” (降雪量 

明显多于周边地 区)分布的特点，并解释原因。 (8 

分 ) 

图1 201 1年浙江文综卷第36题图 

该题的第1小问属于 “看图说话”，难度不大—— 

雪带主要分布在湖的东岸和南岸。而解释这一现象的原 

因，则是考查高中必修地理所学的相关知识，即如何 

在某一特定区域将所学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得以实际运用或是灵活运用。对此我 

们可以作一简单的解析，以此来探讨在区域地理的学习 

中，如何有效地、灵活地运用高中地理所学的自然地理 

或人文地理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去阐释某一地理现 

象。第一， “雪”应该出现在该地区的冬半年 (有些地 

区可出现在深秋或初春，当然极地地区除外)；第二， 

“雪”是降水的一种类型，它需有充足的水汽；第三， 

它其实是水汽冷却凝固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第四， 

既然要冷凝，须有一遇冷的过程，就如夏天冰镇可乐瓶 

上的水珠的形成；第五，出现成云致雨 (或雪)现象， 
一

般该地多为上升气流，因对流层大气中海拔越高温度 

越低。基于此，面对五大湖地区 “雪带”的分布特点这 
一

事实，可以作出如下解释：①该地区冬季多西风、北 

风或西北风；②气流经过湖面时，水汽量增大；③到达 

湖泊的东岸或南岸后，沿坡面爬升 (因为湖?白是一中低 

周高的特定区域 )；④水汽凝结形成降雪，出现雪带。 

所以说，在区域地理的学习中，面对区域所存在 

的现象、出现的问题或产生的结果时，无需我们之前对 

此是否有所了解，我们只需明白这些地理事实、现象的 

存在有着它自身的道理，对它们作出合理的、合乎逻 

辑的阐述、解释与说明，需要能灵活地 、有效N__ag用高 

中地理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其它学科的相关知 

识，我们不但要知道 “地”，还需要明白 “理”。 

困惑四：不知如何解答 

产生这一困惑除上述不明 “理”之外 ，另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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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原因是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的不健全，即心中没 

“素”，不知该怎样才能较为全面的对某一地理问题进 

行思考与分析，存在分析角度不清晰、思考不全面、逻 

辑不顺畅等问题。 

对策四：学会描述，把握区域地理要素的结 

构。做到心中有 “素” 

区域地理的要素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方 

面，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理位置、范围、地形、气候、 

河流 、湖泊、土壤、植被等；人文地理要素则包括民 

族 、人种、人口、城市、交通、经济发展等；而区域地 

理各要素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图2所示。 

图2 区域地理要 素联 系示意 图 

同时每一要素也有着它自身的知识结构，所以在 

描述每一个区域地理要素的特征时，应从其知识结构入 

手来说明与描述。如描述区域的地形特征，需从地形与 

地势两方面入手；而描述地形，可以从地形的类型与分 

布，地形的结构 (即某区域以哪种地形为主)等；地势 

则包括海拔的高低、起伏的大小、倾斜的趋势等。其它 

要素也各有其结构，如图3所示。 

图3地理位置与气候要素的知识结构示意图 

困惑五：不知怎么去学 

2012年浙江省 《考试说明》中将 “学习区域地理 

的一般方法”单独列为一个条目作为考试要求。而综合 

区域特征，类比区域差异则是学习区域地理的一般方 

法。 

对策五：综合区域特征，类比区域差异 

综合法，即从整体认识和分析该区域地理的突出 

特征。区域特征是通过各地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相互联系而形成，故需立足于整体性，通过全面、 

系统的分析来认识与把握。按照各地理要素问的逻辑关 

系，在区域的各个特征中，找出最具本质 (即其它特征 

是由此而引发 )的和最具特色 (即区别于其它地区 )的 

主要区域特征，并以此追寻出主导因素。例如南极洲的 

区域特征——高寒，因纬度高而酷寒，这是该区域特征 

的主导因素，它直接影响到该区的其他自然 (地势高， 

烈风，淡水资源和风能等)和人文 (无常住居民)因 

素。 

比较法，就是对不同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 

进行对照、比较和分析，它可以是总体的比较，也可以 

是某一要素或现象之间的比较；可以是相同 (或相似) 

事物的比较，也可以是不同事物问的比较，这需要我们 

“从不同处找相似点，从相同处找差异点”。~1：12009年 

浙江卷第36题第 (2)问，分析海陆分布与地形对甲、 

乙两地气候形成的影响；2010年浙江卷第36题第 (4) 

问，简析图中60。经线东西两侧所示城市的自然地理区 

位特征和原因。通过比较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能更准确 

地掌握各区域的总体特征。 

除上述课堂教学中的五大困惑之外，在区域地理 

的内容选择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浙江省于2012学年对 

必修课程的内容进行了调整，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 ， 

在必修III模块中补充了 《世界地理》知识 (第一节～第 

三节 )，以亚洲为例认识大洲，以欧洲西部为例认识地 

区，以美国为例认识国家，要求教师通过教学，加强学 

生对不同尺度区域的认识、概括出区域地理环境特征， 

理解区域地理环境和当地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第四、 

五节在原有内容基础上渗透 《中国地理》基础知识，呈 

现我国三大自然区、三大经济地带 、南方和北方地区的 

区域差异和联系。但仅凭这点区域地理的内容，仅仅掌 

握了区域地理的一般学习方法，没有各个区域的一些基 

础知识的积累，当面对高考时，这样的知识储备够吗? 

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高考磨练，尤其是浙江省自 

主命题以来，教师们对高考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但具 

体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却依然是 “涛声依旧”——区 

域地理的教学，更多的仍是 “地名加物产”或 “地理 

八股”等目标的达成，这与我们高考的复习目标相去甚 

远。所以作为高考复习中的区域地理教学，必须立足于 

高考的要求，必须去认真审视教学内容的选择与课堂教 

学目标的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