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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学地理学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强化学生对地理课标语言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还要注重学生思维能力、逻辑能力

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使其能够在做题的过程中学会对知识进行迁移运用。现阶段,很多地方已将地理纳入到中考(会考)考试

科目,如此更加有助于学生完整化、系统化的学习地理知识,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全能型人才,实现全面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对地理

中考(会考)试题特点以及相应的教学策略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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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中考(会考)的时间一般为初二期末,但在这个阶段

中,学生们正处于时间紧、任务重、学科多的多重压力状态

下,进而也直接增加了学生地理复习的难度。中考(会考)复

习具有难度大、内容多等特点,学生若想在短时间内学好地

理真的是难上加难,这样就对于老师的教学工作有了更高要

求。鉴于上述情况,广大教师可将历年来的中考(会考)地理

试卷作为教学素材,对各类题目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并对

解题要点和关键进行归纳,如此更加有助于学生缕清学习思

路,提升复习质量和效率。 

1 地理中考(会考)试题特点分析 

1.1 使用课标语言命名综合题 

新课程标准为每一位教师提供了教学指导和方向,对于

不同的教学内容,同样有着不同的课标要求。在课标语言中,

经常会出现归纳、举例说明、认识、运用等词汇,目前的中

考(会考)命题要求和题目难度都会按照这些词汇来进行。因

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点关注课标要求,同时

结合课文内容进行教授,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帮助下逐渐理

解这些字眼,并能在解题的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 

例如,在关于“区域认识”的相关章节中,课标要求学生

学会使用资料和地图,同时对某大洲的水系、气候特点等进

行了归纳。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上述内容,教师便需要进行详

细讲解,并帮助学生理清学习的思路。再例如,在关于“地球

自传和公转”的内容中,要求学生能够通过简单的方式对地

球运动进行演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为学生提供

动手机会,如此不仅可强化其对这一部分知识的理解,同时

也提升了其动手操作能力,从而在面对中考(会考)试题时能

够做到镇定自若、胸有成竹。 

1.2 重点考察学生的读图能力 

在平时的地理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的读图能力进

行培养,因为在中考(会考)题目中,很多都会涉及到图表材

料,若想提升学生的答题精准性,则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就要

交给学生正确的读图方式,使其掌握读图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课上还要重视对地图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学生读图能力的提升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教师要引导

学生在接收新知识的同时对旧知识进行回顾,并尝试建立联

系,以此对其思维能力进行培养。例如,在初一阶段的教学中,

教师便可根据地图组织学生进行填充练习,待学生有了一定

的知识储备之后,教师可借助多媒体技术叠加多张地图,以

提升学生的读图能力。 

在中考(会考)试题中,经常有要求学生对某地区地形特

点进行归纳,并要求学生从几个方面进行解答,此时便彰显

了学生读图能力的重要性。解题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很多

地形图知识进行判断和归纳,之后一步一步的接近标准答

案。 

1.3 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 

在中考(会考)地理试题中,经常会涉及到归纳、分析和

比较等字眼,常见的题型包括以下几种： 

共性归纳：例如,对比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人口分布、气

候特点以及地形条件方面的共同特点,同时对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 

因果分析：例如,河流流向与区域地形地势的关联性；

中国某地区地势对气候以及河流流向的影响；区域气温条件

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响等等。 

差异比较：例如,亚马孙河与刚果河在水文条件、气候

条件以及地形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南北方气候、降水、

地形条件差异等。 

上述题型主要是为了对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能

力进行考察,也是中考(会考)中较为常见的题目类型。在实

践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对教材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要灵

活的应用现代化教学模式,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思

考,以提升其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从而能够在中考(会

考)时理智、正确的分析问题,并给出正确答案。 

1.4 考察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在中考(会考)考试中,很多题目都是学生之前从未见过

的类型,但考察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新课标要求学生掌握的内

容。为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对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进行培养,从而真正做到灵活运用。例如,“为什么中国铁路

会采取东密西疏的方式进行分布？”关于这类的问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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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导学生对曾经学过的内容进行考虑,如俄罗斯的交通

线路分布特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不可将答案直接

告诉学生,而是要对其进行引导,使其能够进行不断的总结

和探索,从而逐渐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 

2 基于中考(会考)试题的地理教学方法改进措施 

2.1 结合新课标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在新课标下,要求学生学习对其日常生活和终身发展有

价值的地理知识,在复习的过程中,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读图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行培养。此外,还要对学生

的点、线、面知识体系进行培养,面对学生时间紧、任务重、

学科多的现象,地理学科的复习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必须要

建立起完善的知识框架体系,要求学生精准记忆重要知识点,

掌握和了解各章节知识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大脑中形成清晰

的知识脉络,如此才更加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提升其

知识灵活应用能力,从而更好的解决综合性问题。 

2.2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出完善可行的复习计划 

在每一年的地理中考(会考)备考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

的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复习难度大、重点内容多、学生重

视程度低等等,因此,若想在短时间内帮助学生取得好成绩,

对于广大教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鉴于上述情况,教

师可结合实际情况,为学生制定出完善可行的复习计划。 

在基础知识符合阶段,需要以课本为主,打牢基础,教师

也要紧密联系教材,对各章节知识结构进行客观把握,包括

相关知识原理、概念、规律等,并将这些知识归纳为提纲,

全方位的为学生展示每个重要知识点有可能会出现的题型,

使学生一目了然,提升 45 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率。 

此外,在复习过程中,教师还要注重相关知识的整合,从

而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对现有的知识范围进行压缩,使学

习重点更加突出。 

2.3 选择基础性、代表性的试题进行深入解析 

通过将历年来中考(会考)中具有基础性、代表性的试题

作为教学范本,可帮助学生明确试题的知识要点,同时还要

要求其独立完成,这样更加有助于明确自己的问题所在。引

导学生借助手中的学习资料和工具进行解题,以提升其动手

操作能力。此外,教师还要妥善的做好记录,对学生的复习进

度进行掌握,同时选择符合学生特点的题目,引导其进行总

结和反思。 

在中考(会考)复习过程中,教师决不可因为复习时间

紧、教材内容众多或学生重视程度低等因素,而降低学生和

教学的要求,要注重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和改进,禁止使用

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而是要提升教学的多变性和灵活性,

好要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教学更好的服务于学生的

日常生活,如此才能 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使其主动

的参与到地理中考(会考)复习中,提升其地理知识水平,提

升地理教学效率和质量。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了历年地理中考(会考)试题的

特点,同时给出中考(会考)地理复习阶段教学的有效建议。

总之,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紧扣新课标要求,对学

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能力、读图能力以及知识迁移能力

等进行培养,杜绝死记硬背,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对教学方

法进行创新和改进,使学生真正的学会学习,从而在面对中

考(会考)试题时能够真正做到临危不乱、镇定自若,轻松取

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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