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20年高考地理试题延续以往的特点，给学生以熟悉感和亲切感；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考试评价的积极导向作用；以高考评价体系为依据，突出关键能力考查；在教学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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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

发挥高考评价导向 助推地理素质教育
——2020年高考地理全国卷试题评析

2020年高考地理科命题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紧密对接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助力完善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试题以稳为主，在题型

与结构、呈现形式与风格等方面，基本延续近些年

的特点，给学生以熟悉感和亲切感；试题稳中有变，

以学科素养为导向，突出关键能力考查，紧扣主干

内容；试题既科学地体现高考评价体系的精髓，又

符合中学地理教学实际，在“稳”与“变”之间寻找最

佳的结合点与平衡点。

1 发挥立德树人功能，彰显学科育人价值

高考作为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枢

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

体。2020年高考地理科命题通过精心选择体现时

代精神、地域特色的素材，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德育目标渗透到试题中；围

绕符合劳动教育要求的典型案例设计试题情境，引

导培养学生崇尚劳动的品质，确保立德树人在高考

地理科的落实力度和实现效果。

1.1 弘扬生态文明，坚持可持续发展观

2020年高考地理试题从多角度呈现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引导学生形成绿色生产生活理念，

并从自身做起，自觉为美丽中国建设作贡献。文科

综合全国Ⅰ卷第 1~3题，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为背景，考查不同土地综合

整治模式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建设生

产集约高效、生活宜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实现途径。全国Ⅱ卷第 44题，以南宁

市那考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成功案例为素材，考查

“适度集中、就地处理、就地回用”环境治理模式的

意义，引导学生思考那考河从昔日的“纳污河”蝶变

为如今水清岸绿的滨江公园的原因，体会我国治污

理念的根本变化及其积极作用，充分认识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

高考地理试题关注人地关系，引导学生理性面

对人类当前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问题。

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44题，围绕高原鼠兔对高山

草甸生态影响这一生态环境问题展开，要求学生

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系统多

过程联系以及要素的影响，从而认识到高原鼠兔

的合理防控策略，进而引导学生深刻反思如何正确

认识和处理环境问题，树立人地协调观和可持续

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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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挖掘地域特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因自然地理环境和发

展过程的差异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地理试

题以此为依托考查其中蕴含的原理，引导学生树立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文科

综合全国Ⅰ卷第 43题，以近年来火热的“夜间经济”

这一新业态为背景，通过北京某企业举办“景泰蓝

文化体验之夜”活动，引来众多的市民与游客前来

观光和互动这一现象，要求学生分析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作为旅游资源所具有的

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主动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全国Ⅲ卷第 43题，以徽杭古道

安徽伏岭镇至浙江清凉峰镇段逐渐发展成为徒步

旅游线路为背景，要求学生评价旅游资源的开发价

值，从徽杭古道货运功能被废弃到逐步形成旅游功

能的转变，引起学生对我国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开

发重要性的共鸣。

1.3 探究农事活动，崇尚劳动精神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

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

人价值。农业生产的劳动智慧，可与地理现象和地

理问题相结合，在学生心中播下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的种子。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36题，选择西欧顺

坡垄设计情境，考查学生运用农业区位因素和区位

选择阐释地理现象并进行探讨的能力；试题背景材

料给出 2个方面的冲突（坡度较大的坡耕地采用不

利于保持水土的顺坡垄，喜光的葡萄种植在纬度较

高且气候湿润的地区），引导学生深入探究。该题

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农业生产特征是一定地域中人

类与地理环境长期协调结果的认识，从而形成因地

制宜开展农业生产的观念。全国Ⅱ卷第 4~6题，以

巢湖平原某地农业生产实际为背景，引导学生认识

和思考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时代背景、目前存在

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试题呈现打沟、翻耕等

农业生产环节，培养学生关注劳动、热爱劳动的品

质，引导学生认同以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愿意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

幸福而辛勤工作。

2 发挥服务选才功能，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关键能力是指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习者在

面对与学科相关的生活实践或学习探索问题情境

时，高质量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必须

具备的能力[1]。2020年高考地理科命题基于高考评

价体系理论框架，运用教育测量学相关理论与技

术，根据学科素养要求，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生认知

发展实际，重视信息整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辩证

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考查，力求将“一核四层

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落到实处。

2.1 搭建情境平台，重视信息整理与加工能力

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是形成地理学科关键能

力的基础，是学生解决地理问题的起点。2020年高

考地理命题注重选取新素材、创设新情境、提供新

信息，搭建关键能力考查平台。试题材料蕴含丰富

信息，试题形式多样化，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地图等

地理工具，掌握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基本方法，

快速、准确地从试题材料中将关键地理信息提取出

来，进而提炼、整合，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抽象、

推理，建立关键地理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全面地

理解地理事物的特征、过程与联系。文科综合全国

Ⅱ卷第 36题，以山东省邹平市某玉米油公司的产业

发展与空间布局为背景，结合玉米油生产工艺、产

销链条和物流联系等情况设计考查内容；试题通过

图像信息、文字信息的有机组合，设计多重问题，要

求学生对材料中提供的企业位置、生产工艺特点、

产品运输方式等信息进行组织，形成综合性的信息

解读，对具体产业空间布局的区位进行分析，培养

综合思维能力。全国Ⅲ卷第 4~6题，以我国西部某

市 50岁以下各年龄组女性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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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素材，综合考查学生从图文资料中提取地理信

息，并进行科学合理的推理，得出正确答案的推理

依据虽然植根于图像信息，但是要避免简单的看图

说话，需要学生具有地理信息关系的敏感性和信息

整理能力。地质剖面图是广大地学工作者经过野

外调查研究和室内总结后，对野外工作区地质状况

和规律性的一种图像表达，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信

息。全国Ⅲ卷第 7~8题，通过提供某一区域地质剖

面图，考查学生通过阅读地质剖面图获取地质事件

信息的能力，进而能够还原当地在内、外力作用下

的环境演变过程。

2.2 着眼逻辑线索，强调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

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是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的

重要环节，是考查学生对地理事物本质和规律把握

程度的手段[2]。表达的过程是重新梳理问题和再认

识问题的过程，能够逻辑清晰、简单明了地对地理

事物、规律和研究结论进行阐述，是对地理问题进

行进一步科学论证和探讨的基础。2020年高考地

理试题对描述与阐释地理事物能力的考查，通过设

计多层次、有深度的问题，让学生展示语言表达能

力，引导学生按照一定的学科逻辑组织语言作答，

通过表达的条理和层次反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维过程。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37题，通过提

供三期玄武岩的地貌特征，要求学生按照地理逻辑

关系将形成“先后次序”与侵蚀程度差异结合起来，

运用规范、恰当的地理术语，分析不同地形单元的

形成时间，考查论证和阐释能力，引导培养区域认

知素养。全国Ⅲ卷第 36题，围绕废置矿场乃至资源

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设计问题，要求学生分析世

界客源市场，学生的表达需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按空间尺度依次分析每一种客源市场。

2.3 聚焦现实问题，引导培养辩证思维与批判性思

维能力

地理事物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地理问题的

认识过程都是辩证的。学习和掌握地理知识和原

理，如果不能辩证地分析问题，所掌握的知识就成

为机械的信息，基本理论也会异化为教条；因此，辩

证思维能力是论证和探讨地理现实问题所必须的。

2020年高考地理试题围绕地理环境的特点与性质、

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多视角、多维度、

多层次地考查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9~11题，围绕林线上移现

象，重点探讨植被分布的形成与变化机理，要求学

生既要理解外部环境条件的重要性，又要明确生态

环境仅提供了植物生长、竞争、种子传播等生物过

程的平台，而植被分布是所有生物过程综合的结

果，从发展变化的视角分析植被分布变化规律，深

入理解生态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生物过程也存在变

化。异曲同工的还有全国Ⅲ卷第 9~11题，围绕气候

变化和火山活动干扰下林线、雪线等地理界线的分

布和变化，考查自然地理要素变化对植被地理分布

的影响。2组试题既考查学生对区域分异和地带规

律的理解程度，也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作

用的认知水平，充分体现学生在面对复杂地理事象

时的思维品质。

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43题，以“仿建知名景点”

为背景，考查学生对旅游开发环节的认知，以及旅

游开发与旅游资源保护关系的理解；通过“一度成

为当地热门旅游景点”等信息，引导学生对“仿建

知名景点”做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辩证

思考，多要素和多视角地综合看待这一现象。全国

Ⅲ卷第 37题，以毛乌素沙地环境演变为背景，要求

学生从自然和人文 2个方面对沙地、湖泊景观转化

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辩证地看待人地关系，既不

能误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能陷入人定胜天论；

试题通过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引导学生认识

地理事物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并具有相应的

生态功能，人类不能过度强行改变；试题采用开放

的题型引导学生对支撑结论的前提条件进行反思

（还可以补充哪些有用的研究资料）以及对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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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过程进行反思（还可以采用哪些可行的研究方

法相互验证），彰显考查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意图。

3 发挥引导教学功能，促进教学内容优化

2020年高考地理试题体现新课程改革理念，深

化认知过程考查，充分体现学科本质和价值，通过

提供丰富的实践活动考查案例，引导学生学以致

用，引导教师开阔地理视野、丰富地理视角，使高考

地理成为助力素质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引导教学

改变机械训练、重复做题的方式。高考地理试题引

导学生联系实际，使学生养成运用地理的综合思

维与区域认知方法，认识、理解、解释自然与人文

环境特点、地理事象发生发展过程，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未来学习和走向社会奠定坚实

的基础。

3.1 活化地理内容学习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生产活

动、社会现象等，都蕴含着地理原理。将身边的地

理引入试题，是培养学生地理素养的重要途径之

一，也能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引导学生将所

学地理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本观念

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增强学生对地理学应用价值的

认知。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4~6题，素材选自我国

东北地区辽河平原的某城市居住区规划，通过对当

地冬夏季盛行风的判断、不同建筑布局对风的阻挡

和疏导效应的认知，展示如何通过居住区内建筑布

局达到对气候环境的趋利避害，具体、生动地诠释

“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课程理念。

地名蕴含着特定时期一个地域的社会文化、经

济、风俗、地理环境特征，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

和保留。我国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传统聚

落的名称往往都体现了各地自然环境的特点。文

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1~2题，聚焦陕西榆林地区，该区

域生态环境脆弱，地表水资源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提供了重要条件，区内聚落分布对水源的依赖关系

比较突出。通过分析地名与地理要素的关系，考查

学生对“地表形态对聚落分布影响”的理解程度，以

及综合运用多种材料论证现实地理问题的能力，引

导学生关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理现象。

3.2 强化地理过程理解

从认识区域特征，到反演区域特征的形成过

程，构成传统地理与现代地理的分界。除关注地理

事物在空间维度上的变化，地理过程更强调地理事

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37题
对敦化盆地实际地貌简化和模式化后，要求学生综

合地质作用的内力、外力因素，完成区域地形演化

过程的重建，体现了地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目前

的区域地貌特征只是地貌过程瞬间表现的理念。

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37题，以金沙江（云南段）河中

有大量沙金（河床沉积物中的金）这一现象为背景，

考查该区域内、外力的作用过程，通过对出露的金

矿石转变成金沙江中沙金的地质作用过程的分析，

引导中学地理教学重视地理过程的探究。对于地

理过程的学习，单靠简单记忆无法实现的，必须加

强对地理过程的理解性学习。

3.3 深化地理联系认知

区域对比与区域关联是地理学最经典的研究

方法。通过区域对比和关联，可以发现科学问题，

同时还可得出具有区域普适性或限制区域普适性

的机理和结论，由此地理学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科

学问题。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9~11题，呈现西西伯

利亚平原与东欧平原 2个典型区域的区位，通过降

水量差异比较考查大气环流和气候类型等主干内

容，通过景观、物种组成差异比较考查物质、能量迁

移等主干知识，通过区域内部比较考查水文、水循环

等主干内容。人们通常说的东西向差异主要体现在

湿度（降水量），南北向差异主要体现在太阳辐射（温

度），这样的表述并不全面。通过该题组的考查，可

以促进中学地理对地域分异规律的教学更加深入，

进而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区域差异的产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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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6~8题，围绕学生熟悉的

绿洲冷岛效应展开，在温度指标上选择了日常生活

中关注较少的地表温度，同时突出夜间冷岛这一研

究的前沿和难点。试题引导学生思考温度、热量、辐

射、蒸发之间的关系以及能量在区域系统（大气与地

表、绿洲与沙漠）中的迁移和转化过程，强调知识与

能力素养的结合，注重对单因素变化引起的多过程

平衡关系和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理解，帮助学生建立

地理系统的理念与框架，深化对地理联系的认知。

综上，2020年高考地理试题充分反映地理学科

的本质和价值，体现价值引领和素养导向，较好地

实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高考核心

功能。通过搭建丰富多样的学习探究情境和生活

实践情境，精心创设新颖问题，着重考查学生的地

理信息整理与加工能力、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辩

证思维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树立弘扬生态

文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崇尚劳动的意识，促进

中学地理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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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ally Develop the Items to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y Test of 2020 Gaokao

National Education Examinations Authority

Abstract: The geography test of 2020 Gaokao continu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st to give students a sense of
familiarity and intimacy, and implement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education by selecting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s of China as item contexts. Guided by the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the test focuses on key
competencies, such a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ritical think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writing expression. This will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iddle-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Key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geography; item writing fo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examination content reform; te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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