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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 区 域 地 理 复 习 实 践 探 索 

。李凤梅 

(内蒙古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内蒙古 牙克石022150) 

摘 要： 区域性是地理学科的重要特点。在地理学科学习中，很多基本概念的理解、地理要素问的联系、 

地理事物的分布、图像判读技能的训练、地理基本观点的树立、空间概念的建立等，都需通过区域地理复习来完成。 

区域地理的复习，*-7-~采取运用地图构建“活地图”、明确区域地理位置，指导学生进行恰当、有效的复习，引导学生 

掌握学习技巧、善于总结规律，注重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的联系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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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区域地理的内容在近几年的高考地理试题中占 

有相当比重，尤其以能力立意的题目多以区域地理内容为 

载体命题。因此，高考地理总复习，一定要重视区域地理 

的复习。对区域地理的复习，不能机械地重复一遍初中地 

理课本，而应该重视对旧知识的加工、重组、整理和联系， 

建立知识框架与知识体系，并且巩固在图表或图像上。下 

面是笔者在高考复习训练中的实践探索。 

一

、运用地图构建“活地图”。明确区域地理位置 

“文综的瓶颈是地理，地理的瓶颈是区域，区域的瓶 

颈是地图”，因此要努力做到： 

1．构建学生脑中的“活地图”。在地理高考中各类地 

理图、表占有重要地位(1999年高考中各类地理图表共34 

幅)。教师要不时地对学生强调：学好地理的关键是学好 

地理图表，尤其是地图。要让学生经常性地填绘地理图 

表，使他们养成以图表辅助思维和记忆的习惯。尤其是复 

习有关经纬线、时区计算、太阳高度角和中国、世界区域地 

理的分布、气候等内容时，图表更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生通过大量地填绘地图，会在头脑中形成“活地图”，这 

会使今后的地理学习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2．利用地图，对地理区域进行空间定位。区域地理 

的复习，关键在于是构建世界地理与中国地理各个区域的 

空间位置，把区域地理涉及的人文方面和自然方面的内容 

落实到对应的地图上。做到了这一点，学生就很容易通过 

使用地图来掌握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空间联系、空间差 

异和空间结构，明确地理事物空间发展的变化规律和过 

程。 

在利用地图对区域地理进行复习时，我们提倡细学， 

不提倡粗讲。要力求将世界地理总论、分区及重点国家的 

基本知识，中国地理总论及其分区的主要内容，都一一落 

实到有经纬网的空白图上，使学生做到内容不论详略、区 

域不论大小都能准确定位。这就需要经常使用地图，使地 

图活跃在头脑中并做到在思维过程中适时再现地图。例 

如：讲解日本这个国家时，笔者使用了学案教学方法，就是 

在上课前 l0分钟让学生利用手中的地图册去填些老师在 

学案中设计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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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图中填出以下大岛名称：日本海、太平洋、濑户 

内海。 

2．在图中填出以下城市：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 

户、北九洲。 

3．画出冬夏季风的风向、沿岸的洋流。 

4．思考为什么日本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和 

濑户内海沿岸? 

二、指导学生进行恰当、有效的复习 

对区域地理的复习，掌握复习方法、理清复习思路非常 

重要。下面是对《青藏高原》内容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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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基本的复习方法有两类： 

1．自然地理特征。复习的思路与内容是：位置特征一 

地形特征一气候特征一水文特征一植被特征一土壤特征 

和矿产资源，各地理要素之间是有联系的。需要说明的是 

在复习世界区域地理时，一般不对土壤特征进行分析。 

2．人文地理特征。复习的思路与内容依次是：农业特 

点、工业特点、人口与城市特点、交通和环境。 

三、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技巧、善于总结规律 

分析某一区域的发展条件时，要从有利条件和限制性 

因素两方面去分析，要做到分析时全面、准确、透彻，关键 

是了解和掌握区域特征。所以，在日常复习中要注意对典 

型区域区位特征的归纳和总结。例如： 

例 1：关于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方面的总结 

1．东北平原农业生产优势：主要表现为土壤肥沃，耕 

地面积广大，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作；制约因素：主要是纬 

度高，热量不充足，冻土和沼泽地广布，冻害严重，农作物 
一 年一熟。 

2．华北平原农业生产优势：光照和热量充足，地势平 

坦。土层深厚疏松；制约因素：灌溉水源不足，春旱夏涝、盐 

碱、风沙灾害严重。 

3．西北地区灌溉农业生产优势：光热充足，昼夜温差 

大，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制约因素：降水稀少，水源缺乏。 

4．南方平原地区农业生产优势：平原广阔，河网密布， 

土壤肥沃，水热条件充足；制约因素：红壤广布，酸性强，洪 

灾较为严重．如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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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藏高原河谷农业生产优势：光照强，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农作物单产高；制约因素：海拔高，气 

温低 ，热量不充足。 

例2：有关河流水文特征的总结 

1．径流总量取决于流域集水面大小、流经气候区降水 

量与蒸发量的关 系。 

2．流量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取决于主要补给水源的 

水量变化，主要还是要分析流经地区的气候特点。 

3．有无结冰期取决于气温的高低，一般气温低于0。c 

时有结冰期。 

4．含沙量取决于过水面土壤的疏松程度和植被覆盖 

状况，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5．凌汛一般多发于春秋季节，有结冰期且河流由低纬 

度流向高纬度的河段 。 

6．航运价值一般河流下游较高，水位高、水量大、水流 

平缓、河道深且宽阔、无急流瀑布险滩地区通航价值大；与 

水运的市场需求也有很大关系，特别是资源与经济发展的 

协调程度。 

7．水能资源一般在河流的中上游，流量大、落差大、水 

能丰富的峡谷地区适于筑坝。 

8．人类活动，一般河流两岸人 口密集，引水、筑坝、改 

变地面状况、污染、航运等都会影响河流水文和生态。 

四、注重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的联系 

例如，讲解季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时，用高中必修 I 

模块中南亚季风的形成，去解释南亚西南季风进退对南亚 

农业的影响。复习欧洲西部的重点是 自然要素中的气 

候——温带海洋性气候。关于这一气候的成因，要用到高 

中必修 I模块中的全球性大气环流理论。在讲解地中海 

气候在欧洲南部分布广泛的原因时，要用到气压带和风带 

的高中地理知识。而在学习东亚显著的季风气候时，要注 

意知识的联系以及与高考要求的连接。 

总之，区域地理能够深刻反映地理学科的综合性特 

点，能够体现出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的整体性和 

差̂异性，这也是近几年以能力立意的高考地理试题之所以 

多以区域地理内容为载体命题的重要原因。将地理学科 

能力各要素放在一个区域进行考查，有利于学生运用所学 

的地理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正体现了高考考查能 

力的主旨。因此，搞好区域地理复习是高考制胜的关键 
一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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