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审题 理解情境的内涵

审题是决定解题成败的关键，其既包

括审题干，也包括对试题情境的解读。考

生初读情境材料要快，需理解背景，关注时

空尺度，特别是界定区域的范围和位置，遇

到不熟悉区域时要能放到大尺度区域中去

分析，并能从地理学科视角解读情境信息，

迅速建立对情境的理解。

慢审设问。作答任何题型都要先认

真阅读题干，明确一题多问及其限定条

件，比如时空尺度、要素的界定、角度的提

示等，建议边读边圈画关键词，迅速定位

解题的核心内容，初建答题结构。遇到熟

悉的情境，不要盲目照搬答案或模板，避

免思维定式。

第二步要细读情境，结合设问与相关

地理知识和原理寻找关系，这一步对考生

的地理思维要求较高。在解读地理图表

时，考生要特别关注图名、地图三要素、表

格的表头信息、统计图中的坐标轴含义和

刻度等，厘清逻辑关系。图文情境材料通

常涉及多个地理要素，需要通过情境材

料，分析这些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

影响，找到解题的要点。

建结构 回归基础 聚焦重点

地理学科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基本

规律和基本方法组成的知识体系和关键能

力是建构完整答题结构的基础。必备知识

是解决地理问题的关键，例如大气的受热过

程、水循环、产业的区位理论等，所以在明确

题意后，考生要结合情境，调用地理知识，判

断是哪种类型的题目，比如是自然地理类题

目还是人地关系题目等，建构完整答题框

架。如果在建构过程中感觉有难度，可以

结合实际生活，再读情境，进行建构。特别

是一些新情境问题的分析，如果有新概念、

新名词、没有见过的设问，要回归地理的原

理和规律去理解，避免生搬硬套模板。在

建构地理答题框架过程中，要能体现出地

理学科的本质思想，比如自然地理环境整

体性、区位思想、时空尺度思想、可持续发

展观，区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等。

快答题 逻辑清晰精准全面

在综合题的答题过程中，考生要多角

度展开，避免一个要点反复分析。每个要点

之间要有明确的先后逻辑关系，尤其是论

述、说明、分析类题目，不要盲目堆砌知识

点，要确保答案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地理语言要规范、精准，一定要用地理

学术语言表述问题，而不是简单用日常语

言，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词汇。

关注细节，避免大意丢分。比如选择

题的准确填涂，综合题答题的位置。绘图

题要注意准确和规范，绘图完成后，考生

要确保能反映题目要求的地理特征、数据

变化、解释原理等信息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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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时间 把握考试节奏

考场上“一寸光阴一寸金”，考生须精

打细算。15道单项选择题，建议12至15

分钟完成；主观性试题通常是6道题8个

设问，每个设问解答时间要控制在8至9

分钟，个别分值低的小设问，可再缩短时

间，主观题整体建议用时70至75分钟，尽

量留出5至8分钟机动时间，可用于检查

有疑问或不确定的试题。考试时间虽然

紧张，考生也一定要认真审题，保证作答

的正确率，切莫为单纯追求速度遗漏关键

信息，导致不可避免的错误。

因“题”制宜 有的放矢

1.选择题：认真阅读试题，把握核心
立意，选项切合题意

在审题过程中，同学们首先要注意设

问要求，尤其是设问中出现“这”“此”“上

述”等字词时，要准确把握这些字词所指

具体内容。其次要通读情境材料，对于文

字较多的题干，可以通过缩句的方法概括

中心思想，抓住核心立意。切忌只抓个别

词句就简单做出主观判断。最后要仔细

研读选项，将具有明显知识性错误的选项

排除。每个选项都有其侧重点，对于模棱

两可的选项，要仔细分析其是否与设问要

求相符。通过排除法选出的答案，要带入

试题验证，看是否符合设问指向要求。对

于从句式选项，既要注意分析逗号前后语

句本身表述是否正确，还要关注前后语句

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对于文字较多的单

句长选项，也可采用缩句法提炼选项的核

心观点，分析其是否符合设问要求。

2.主观题：结合情境材料，研读设问
逻辑，解决具体问题

审题过程中，同学们要先注意根据不

同题型，按照平时复习过程所掌握的解题

方法，结合情境材料和设问要求作答。针

对主观性试题，常规的审题要注意“知识范

围”“主体”“问题类型”“分值”等方面。此

外同学们还要特别注意，有些设问中可能

存在隐含问题或限定，即“一题双问”。如

2023年19题（1）：“根据材料，运用《经济与

社会》知识，概括我国的市场优势，并分析

这些优势如何推动国内大循环。”这一题要

先概括我国市场优势，然后再分析这些优

势是如何助力国内大循环。有些题目要结

合材料和设问的限定，分析解决具体问题，

切勿罗列知识点。如2023年17题：“结合

材料，运用《法律与生活》知识，谈谈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法律规定著

作权并对其加以限制的意义”。考生要从

法律角度分析“规定著作权并加以限制”的

原因，还要答出这些“规定、限制”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意义。

在书写方面，答题卡书写要规范，字迹

清晰；结构要有逻辑性，答案呈现层次化；

内容要有针对性，分析解决具体问题。

把握节奏 因“题”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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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仔细、耐心

答题的首要步骤是审题。在历史选择

题中，审题不仅要读懂题目的文字，还要理

解其历史背景、时代特点、事件逻辑等。考

生需要仔细阅读题干和选项，明确题目考查

的知识点，避免因为理解偏差而选错答案。

拿到选择题，首先要定位大时段。中

古史按照朝代定位：秦汉（1—2世纪），魏

晋南北朝（3—6世纪），隋唐（6—9世纪）、

宋元（10—13世纪）、明清（清前期17—18

世纪，晚清19—20世纪）。中近史按时段

定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80年（列强侵

略与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

现代化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30

年（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现史按时段定位：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上古史、中古

史按地域定位。世界近代史400年分时段

定位：按照新航路开辟与早期殖民扩张的

250年、两次工业革命的150年。世界现代

史 100 年分时段定位：起点是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历经一战、一战与二战之间、二

战、二战后两极格局以及两极格局瓦解后。

选择题要注意排除错误选项，尤其

是一些绝对的表达，比如都是、全部、开

始、各个地区（此种表述需谨慎，要对比

其他选项）、皆是等。关注程度副词，比

如普遍接受、广泛认同，一般一段情境材

料很难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因此这种

选项一定要慎重考虑。

如果排除之后还有两个选项比较纠

结，此时要关注与题目的情境是否一致，

比如题干与选项是否对应一致。如果仍

然不好排除，就看关键词，提炼主谓宾句

子，对比观察。

材料题：胆大、心细

材料题审题中，考生要划线关键词，

观察要求是什么？是评析、阐释、解读、分

析？只要是这一类都需要结构式表达，那

么我们就要考虑框架。要层次清晰，要论

证完整，往往需要准备小总结或是大总

结。我们可以尝试构建思考大纲：

迁移所学：时代背景有哪些主干知识？

穷尽材料：材料涉及哪些内容？哪些

关键词可以替换？（需要进一步概括提炼）

形成框架：从几个角度写？是否做到

全面分析？

总结：背景原因（大背景+直接原因）+

历史进程（内容）+影响/作用/意义。作用

一般都是先写直接作用，再思考长远影响，

进一步上升到选必教材的视角。

如何应对新题型、新问法

纵观近年高考，北京卷经常在最后一道

题设计一个新题型。同学们要掌握好题目

的要求，比如有几小问，每小问有哪些要求。

除基本要求外，考生在小结时还要考

虑家国情怀、立德树人的要求，既满足基

本的主干知识，又符合学科素养的要求。

清晰题目 精准作答历历 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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