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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高考作 为 选拔人 才 的 重要方式 ， 其试题设计和考查 内 容 受到 广泛关注 。 深入研究 高 考试题是教师

准确把握考试趋势 、优化教学策略 、提升教学质量的 重要手段 ，
也是深刻理解教育政策 ，

、深化教育理念 、把握教

学方 向 的 关键途径 ｃ２０２４ 年 高考 已 落下 帷慕 ， 试卷 中好题不 断 ， 精彩翁呈Ｉ 本斯 《 专题策对》栏 目 精选 ３ 篇 文

章 ，
分别从大概念 、

■教学评一体化 、尺度思想等视 角
，
对 ２０２４ 年 高 考 中 的 ３ 道典型试题进行深度剖析 ， 研究命题

立意、破鮮试親难点 、拓展鮮題思维 、提 出教学建议 ，
以期 为教师研究地理试题 、优化地理教学打开新思路 。

＠
２０２４ 年高考地理试题研究

基于
“

大概念
”

的地理试题分析及教学建议

以 ２０２４ 年 高 考全 国 文 综 甲 卷 第 ３７ 题 为 例

俞以 内
１

陈 恒
ｆ

（
１ ？ 浙１Ｃ翁柯桥中學 ，

新Ｉｔ 綴興Ａ裙兴市柯桥 ｊｘ教师发展中心 ，浙 绍與 ）

摘要 ； ｆ握地理大概念有 助 于 学 生 形 成 专 家 思维 ，
拥 有 高通路迁移 知识 的 能 力 ｃ

文章基于 学科 大概

念 ，

、

以 ２〇２４ 年 高考全 国 文综 曱卷第 ３ ７ 题为例 ，

从ｆ同庭湖水文 、地貌＾
人地关 系 等 角 度展开思维分析 ，

说

明 大概念在 高考解题 中 的 应 用
， 并为培养学 生 大概念思錐提 出 建仗０

关键词 ：
大概念教学 ；

试题分析 ；教学建议

―

、何为大概念教学

ｆ昝鐘富中地理课程标准 （
２〇 １ ７ 竽版 ２〇２〇 年修

订） 》 明雜舊求，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 ，
使课程内

容结构化 ， ａ主蓮为引领 ，使课程内容情黛化 ， 促进争

科核心素 ．养的落实
＞

［
１

］

。 －科大概邀是指询：学科棊本

结构 可迁移的核心概念 ，它摄于学科上位 、 内躋争

霄 ，有极强的概括性和统领性＾ 大概念不仅荽抒逋学

科内 和学科间的学习 ，更要建立学校教育与现实世界

的联系 ａ 只有３学省蹲有大概念这个 闺着点而被赋

予现实意义时 ， 知识才能皸掌霖得萬加牢福和持久 ３

釋龜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调用所学知识解决实标何题 ３

雜教育才会顧实爾齡 除此之外 ，大概念本署

就是学习 的 自我生长良舉生寒大概念 ＿ 主攀习 的 内

容远比教师讲的要多 》并且能在攀生的未来发展中隸

续发挥作用
［

２
］

３ｉ

？

大概念敎学能引导攀生迸：行冨通路迁穆 ，覉通路

迁穆逢
＃
具体＾抽象＾其体

”

的过程 。 学金ｆｔ学５过

程中 ，顧过具体情壤学粤肩从中概括违ｍ个原＊，挥

利用这个原瑰指辱下
一

欲任务迸行
ａ
、 所以 ，太概

念敎学重＿
＇

培＿生的思维ｊ导孕隹在解－问题时

像专家
＊

释轉着６

二
、为何要开展大概念教学

在传统教学中 ，学生往往Ｈ．是记住了地理知识和

＿ｆ论 ，
对

．

知识缺乏理解成用和露逋路迁移 ，学习 的 》

识替易遗忘 ，被遗忘的知 就成了
４‘

憒性知识 
＇

“

惰

性知傭
”

在以肩的学习 活中很难被调甩 。 在传统Ｉ己

忆式学习环境下：＊学生攀缺芝学习 内驱力和实践處用

能力 。

大概念教学强爾在情择尹不断翁学生提 ：供整食

知ｍ省技能来解决问题的机会 ＾
让學＆在一次次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对大概念的理解与述构 ＾ 大概念

教学一般以ｍ ｓ常龜活錢验为基础展开 ｆ隹学＆莸

＃者 简 ：命 ：俞成 内 ，
硕士 ｉｆｆｃ生学历 ，

一级教师 ，
绍兴市柯＃ 区教坛新資 、柯．区聲备乘践活动优身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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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的 曰 常由活餐１４道：常钦为粗糖＼零镦且缺乏系统

性 ＆ 録过大概念敎学蛰倉 ，学生能够不 ．断完鲁 自 ：身的

知识网络 ，并运用地理知识解释 自 然和社会现象 ，龢

决现讓生括中 的地理问题。

三 、高考试题 中 的大概念教学理念

概念異有层级性 ，较大的概念可以归入更大的概

愈中 ，
也可 以分成着子雜小的概愈 。 故概念越太越 ：

抽

象 ，理解难度越高 ，数暴隹越少 ６ 地瑰学科太概念暴

指那些能够反映学料本质 、构成地理学科柩架的概

念 ，承栽翁地理学 ：科的＃科思想和理论体系 》．是地理

学科最有价值的 内容 ６ ；基于此 ，笔者秦考相关研究 ＃

从地趣学科视角构建概念层級框架 （见表 １
） 。

表 １ 地理学科概念分层

概念层级 具体 内容

地理学科

大概念

尺度思想 、 整体性与 差异性 、 区位思想 、 因地制 宜

思想 、 可持续发展思想 、人地关 系 思想 、 系统论思

想等

地理 学科

核心概念

水文、地貌、地质 、 气候 、植被、土壤、地理过程、地

理原理等

地理 学科

小概念

以 水文为 例 ： 径流、 沉期 、 流程 、 流速、 含沙量、 结

冰期等

本文以 ２０２４ 年高考蠢匿文综 甲 卷第 ３ ７ 题
“

水

文
”

核心概念为例 ，从大概念视角剖析高考试题 ^

阋读辑文材料 ，完成下列 ：要求 。

新石 器时代以后 ，令洞庭潮地 区一直在沉降 ６ 先

秦汉晋时期 ， 该地 区 为 河 网 交错 、 局部有 小爾分布 的

平原地貌景观＾ 东 普 、 南 朝之 际 ， 受长 江荆 江段兴敦

堤坝等 因 素的影响 ， 长 江求分 两 股进入翁地 区
，千扰

该地 区 水 系
， 在该地 区迅速形 ：成 大湖景观６ 之后 丨同處

湖不断扩张 ， 在 宋代达历 史最深 Ｓ 研究表 明 ， 宋代 《

来 ， 长江會沙量持续增加 ； 洞庭湖 洪水特征逐渐 由 以

“

春溜 满 涨
”

为 主转变为 以
＜

夏秋连涨
”

为 主 。 至清代

中 叶 ， 游水期 同 ：庭湖 面积扩张至历史鼎 盛 ＾ 图 １ 示意

先秦汉晋对期该地 区 水系 ， 图 ２ 示意 概末清初该地 区

水系 。

（
１
） 据 图 １

，
用 遗址分布说 明与 新石 器时代相 比

，

汉代该地 区 河 网 湖 沼 广 布 ６

（
２

）说 明 荆 江堤坝修ａ致荆 江 河床相 对堤外不

断增 高 的 原 因 。

图 ２ 明末清初洞庭湖水系

（
３

） 簡述宋代 以 来嵙庭湖洪水 由
“

春 ：溜 满 涨
”

＇

为

主逐渐转变 为
“

夏秋连涨
＂

为 主的 原 因 。

（
４

） 解释宋代 以 后 洞 庭湖在 面积扩 张的 同 时冢

虞变或的原 因 Ｑ

从 内
．魯看 ｒ養紙试題以时空变化为线索 ， 围绕

＇ ‘

水

文
“

这一核心概念深人展开 ；从太概念视爾看 ， 主要体

现了整体性思徵，地Ｊ藤泰存在于系统之中 ，相互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
“

學
＾

发
＇

而动全身Ｉｔ臀离 ，水文■

其他地理聲素也存 不可分的联系 （见图 ３
）

图 ３ 整体性视角 下的水文核心概念体系



携 沙 能

力 增 强

沉 降

荆 江修筑堤

坝抬 高 河床

宋 代 以 后 先 秦 汉 晋

６ 时空尺度思想下的水沙运动关 系

填充泥 沙

图

破坏植被

水土流 失

— 泥 沙增 多 —

沙一体的結论 ， 面这个错语梟■过大蟇卸现实案例分

析得出的 ，＿＿拿握了
ｗ

沙随水来
＂

这一抽象栅念 ￥

便可以ｉｓ本題中
“

大展手脚， 洞庭湖 的面积扩张指

靡水暑多 ，
，燦４变魏指酸少増． ｓ 输沙何来 擁水菌

来？ 水何增多 ｔ 长江水注入 。 为何宋代以启擒江注入

地 深度

貌 变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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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区位思想下的参丈与 聚落

Ｋ位作为高中阶段麓粟的地塞概念 ７
在提高學生

Ｋ域认知素养方面具有重．
要怍用 高 中 阶段涉 及的

Ｋ位主要有聚落Ｋ位 、 产业ｇ位 、交通区位等 ，关于Ｍ

倥射分析 ：＿擎＿雜知 夸必酱技能ｅ？＃眞的：Ｍ截

分析不Ｍ  ７
该试

＇

题第 （
１

） 小题以遺趾为参考依据 ， 比

较不同对期洞庭湖地 Ｋ轲两湖沼的分布特征 。 学生

已知 的文警及图示材料分 ：别为
“

先秦焚音时期 ，该地

Ｋ为何网突错ＪＩ部有小湖分 ■布的乎原地貌 ：暴观
”

和

“

遺址分布示黨 学生＿喊文结合并调用学料 内概

念体系 ，结合现实将柯两湖 ？ 与鑛址 （ 聚落 ） 联 系起

摩 ；
苹期聚落布局多与 負然条件有关 ，从聚落临近水

源这＾特征济知新石器遭址多位于河流涪溱 〖汉代遺

址分布分散 ，部分遗址窝河流较远 ，离先秦视普时期

的洞庭湖主湖 Ｋ 也较远 ， 说明 １｜时湖面鹰较为宽阔 ，

聚落沿湖分布 。 主要渉及的概念体系如图 ４ 所示 。

？

Ｉ

产 业 区 位
｜

聚落 区 位

交通 区位

？

｜

城镇
社会经 济

（ 主要 ）

乡 村
自 然环境

（ 主要 ）

「

气候
１

１

地形
１

１

运输
１

水 源 － 河 湖

土壤 环境

、 植被

图 ４ 区位思想下的聚落与水文概念体 系

２ ． 人地关 系思想下的人类活动对水文及地貌的影响

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从农业时期就已经开始 ，从
“

自然环境决定论
”

到
“

人定胜天
”

再到
“

人地和谐
”

，

经过几千年的探索 ， 虽然人类 明 白要与 自 然和谐相

处 ，但人类很难精准预测其活动对未来地理环境的影

响 。 本组试题第 （
２

）（
３

） 小题 ，
通过探究修筑堤坝这

一人类活动对洞庭湖水文、地貌的影响 ， 引发学生对

人地协调的思考 。

从概念体系看 ，第 （
２

） 小题明确提出修筑堤坝这

一人类活动导致荆江河床地貌抬升 ， 引导学生分析堤

坝对河床地貌的影响 。 学生需要对与之相关的核心

概念、小概念进行逻辑思考 ， 形成完整的思维链 。 从

难度看 ，第 （
３

） 小题难度远大于第 （
２

） 小题 ， 属于
“

劣

构情境
”

试题 ， 因为该小题没有具体指出人类活动 ，但

从洞庭湖早期的
“

单峰型
”

洪水变成宋代以后
“

双峰

型
”

洪水的水文变化中 ， 可以推导出期 间有地理要素

发生了变化 。 根据材料可以得出 ， 人们在东晋 、南朝

之际修建了荆江大堤 ，
正是荆江大堤束缚 了 泥沙运

动 ，导致河床持续抬高 ，到了宋代 ，地貌格局发生明显

变化 ，最终引起水文的显著变化 。 学生如果没有学科

大概念 ，本组试题的文字材料便形 同虚设 ，所以材料

信息的获取并不是靠眼力而是靠思维 。 大概念视角

下的人地关系分析思路如图 ５ 所示 。

先秦汉晋 春 溜 满 涨 — 洞 庭湖 南侧 入 湖径流增 大 －

洞庭湖 区地 势 南 高 北低
｜

春 季 雨 带位 于 南岭一 带
湖 区地 势 南 高 北低 先秦汉晋

修筑 ！堤坝

宋代 以后 夏秋连 涨
长 江水流

入洞 庭湖

长 江水位 高

于洞 庭湖

长 江荆 江段河床抬 高
－ ？

修筑 ！堤坝

夏季 长 江流域锋面 雨 湖 区 地势 南 北 高 中 间低 宋代 以后

秋季 长 江 流域 台 风 雨

拦截河水 （ 坝 ）

荆 江 水量减 少

改 变

输 沙能 力 下 降

修筑堤坝」

束縛河床 （ 堤 ）

切 断 泥 沙输往

江汉平 原 的路径
荆 江河道泥 沙增 多

地 势

河床抬 高

图 ５ 人地关 系思想下 的人类活动对水文地貌 的影响

３ ． 时 空尺度思想下的水沙运动特征

时空观是解释地理现象 、地理过程的璽要思想 ５

地理坏境倉时闻作Ｍ下会发生枪＿藥 田 的变化 。 从

核心栅魏淑 ４
） 小鍾越渉及 的 内祕水文ｉ

ｆ地

覩的变化过程 ， 从
＂

沙随水来
”

的关系 申
■

可以鲁违 水

７览量变多？ 荆紅Ｉ可床地貌的抬升 ， 以 及洞庭翁区一直

在沉降
，
导致地貌格局发虫突化 ， 从陋 丨

发水沙运动变

化 。 大概念视角下的水抄运动分析悤路如图 ６
斑弟 令

水 文 面 积扩 大

围 湖造 田

来水增 多

荆

江

江

水
入

湖

上

游

河

流
入

湖



以水文核心概念为畫体的试題斑 ，在大 ：概念理念 ：

措等Ｔ ，遍过提炼地埋学科大概念 、＿心概念和小概

念
，
探究霧相宜之间的关系 ， 整组试题使迎 刃爾解 《

箬只是就题论题 ，就有可能
ａ

只见树水不见森林＇难

以形成整体性思维 。

四 、 基于大概念理念的教学建议

１ ． 厘清概念层鈒

概念具有最级性 ，遲猜概念肩级有助于学生建构

学科知识体系 ６ 地理大概念源宁对地理事物羼性的

客观认识和对地理规律助深刻把握１ 慕罵

用这些大概念胃核心概念和小概念支撑 ，故在地理

敎擧中帮助＿厘着各种地理概念层鈒及萁相 ：
至关

系 （ 如地理要素 、 地理原
＇

理、地－过程等 ） 极奠翥裏《

从大概念教箱念翁 ，
厘醉科概念胞敦教鋪蒙

舅 ，姐果學？识记方式＿操概念 ３
之

．尊就只会低通

路迁移概念 ，难以形成大概念 ｓ
也很难拥有专家思维 。

教师在大概念敎攀？■要ｍ＃卖 彳青境为载体 ， 将问题

式教＾深度敎參＊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枏结含 导

学生从具体案倒中抽象虏 ＿蠢 ，并将已知據理运用ｙ

具体案例 中 ，逋过—次次禽逋路迁移备善太概念

建构 Ｓ

２ ． 培养地理思準

零敢、碎．片 化 、不？捎化的知识楣
＇

块 单
＇

学象带

淹沉重細学业货担 ，通过大概念教 ：攀＊河以将零碎的

知识建构成立体网络 ，形成思维体系 。 依据 ＳＯＬＯ 分

类理论 ， 可将学４姻学习结果分为宠个蘑次 ：前结构、

筚 构Ｕ爾紙关壤讀构和１６馬袖象着梅 ｓ 教

（
上接第 １ 页 ）

什么 。 因此
，
设计一节地理课的关键思考点是设计好

寒于在务解决的攀》活动 ， 即攀？＆在特定的情壕或太

自然 、场馆
＇

中发现问题 ， 自 §！设计解陕方案 ，合作探麵

属恭评价 、霞用 、总靖等
一

系蹲有意义的学习 和成长

活动 ｇ 其＿本遲辑是于什么 ， 干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 。

通过活动设疑、激趣 、激欲 、诱思 、质疑＼建构 脅 ，使

学生或理解概念 ７或解决真实问题 ７
或创造成 ．枭 ，或形

成思考逻歎或产生思想 ， 或升华情藤 ， 或训＿蠢达 ＞

或唤靡 自我教育意ｉ只及行为 ，
或提升 自我学习力 １。 Ｍ

有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敎学规律去设计一节课的笼辑

结构和教学结构 才利雜现地理学习 的迸阶过程．

Ｄ

教学评价考量

评价是衡量一节谋 擧习效ＩＩ的重碧环节

鬱酬 怍气｜＝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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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旬

７

师赫 丨

Ｉ用情境教学 ，
引轉生輯費知识与现雜境

相结合 ，不断打磨已有知识 ，密织 ｉ人知网络 ， 以形成拓

展柚象结构 。 同时 ，通过问题式教學 ，在谦壅中触发

学全对地理核心概念的理解应用 ， 使核心概念成为这

些模块联系的重要节点 。 ｇ此 ，ｕｒｎ地理恩维培养 ，

洧遣￥促进爭生深人理解和运用地理大概念
■

＜＊

３ ． 致用 现 实 问题

哈伦提出的大概念攀石进阶遙本遵辑为 ：

段的大慨念要与学生拥有的具体生活经验相关联 ，遵

循从筒单到复杂 ．

、虞具体到抽象的衮展规律
１
３

］

。 通过

裔考试題分析可知 ，
地理试題的情癀材料大多来 自规

实生活情辕 ，教师在敎学过程中也霄蘩从现寒生活审

视整个參习对攀生的价值 ，故Ｋ寘实搶境 ．为载体的教

学有册于学生 ：形成大概教。 教师的情镜教学素材可

以来自 网络
１

、杂＿
％视爾等 也可以利用教室内外的真

黑情境 ，如学河对流层大气的受热过程时 ｆ可以 ：ｉｔ学

ｉｔ＃向窗外 ，判断此刻大气的受热过程 （ 削弱
？

情况 、保

温情况ｈ或引导学生比较今天与昨天的太气受热状

况羞异＿ ａ 通过情境与实践教学結脅 ，
引导学生将知

轵融人现实 、学以致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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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段 ，教师 的思考点在ｆｉ宇价 的分量及变化 。 曾

先 ，评价的基础碁师全相望信枉 ，要做到公乎公疋 １卫

能趣正能量 。 織 ， 评价要考虑实＿情祝 、前意

义、？刺予讓生成长和发歷。 例如 ，对孝＿學习 活动

的评价ｆｆｉｌＥ确把握时机
，
对学生愿意学习而不会学习

的评价重在鼓励 、肯 ：定和赞赏 ，
对学生没有完成全部

莩习任务的评价蓼在搞清原菌的前提下迸疗， 最后 ＊

对持续ｉ平价的靖睪迸行动态评价 ，裣测学生学习状态

和 ＋效馨，

除此之外 ，費思考地理学科的特点 、羼性 、思 ：想和

对地理教学煎栗求和影响 。

总之 ，教师切 中多维思考点乘褒计地理课 ， 就能

明明 白 白地教 ，学生也能明时白 白地学 。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