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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复习应该
如何高效记忆基础
知识？考试中，失
分的原因主要是哪
些？答题时又有哪
些技巧？记者采访
了潍坊新华中学地
理老师曹洪霞，听
她讲解中考地理的
复习和答题技巧。

　　目前，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
间，是冲刺中考的关键时期。同学们应
当做好复习规划，明确各个阶段的目
标，从而在一轮复习中夯实基础，在二
轮复习中融会贯通，在三轮复习中提升
应试能力，全面掌握学习知识，在中考
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一轮复习主要是针对基础知识。立
足课本，夯实基础，记练结合，构建知
识框架，形成知识体系。学生在复习过
程中，要重视对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的
复习，注重地理知识之间的相关性，把
握好地理知识、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
做好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分
析，自然地理要素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影
响分析；注重地图的复习，以教材为
主，脑中有图，梳理主干知识，争取能
构建出知识框架。
  另外，一轮复习中的习题大多是老
师根据历年中考题型和方向精选的训练
题，比较基础且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所以同学们要记练结合，及时对题型进
行归纳总结，形成正确的解题思路，使
复习真正做到切实有效。
　　二轮复习主要是专题复习。这个阶
段要求同学们把书读“薄”，通过专题
训练，形成“地理思维”，复习中以地
球与地图、地形、气候、河流、农业、
工业、交通等专题复习为主线，提升解
题思路，培养寻找“突破口”的能力；
注重归纳地理知识的整合及记忆方法，
借二轮复习懂原理、得方法、通变化，
结合各类题型的练习题，提升自己综合
思维的能力、答题技能和技巧。同时，
及时整理错题，为三轮复习做好准备。
　　三轮复习主要是专题复习、综合拉
练和错题复习。专题复习中总结原因
类、条件类、意义类、措施类等题型的
答题技巧和规律；借助模拟中考的综合
拉练，查漏补缺，总结和反思每种题型
的答题技巧，不断增加对中考重点考察
题型的熟练程度。

　　通过研究数据发现，丢分点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同学们在接下来的
复习和未来的考试中要注意规避。
　　1. 基础知识不牢固，答非所问，在
知识体系上出现漏洞和缺陷。基础知识
没背好，包括课本上的原话、补充在课
本上的笔记、课标要求的知识点没背
过，没记住知识点而丢分，或者知识点
遗忘丢分。
　　2. 基本技能不扎实，地图知识薄

弱，空间再现能力差。不会知识迁移，
不善于联想所学的地理知识进行科学的
逻辑推理、归纳与综合。遇到陌生题，
心理上“蒙圈”，不会从已学已有的知
识储备中提取信息。把类似的知识、方
法进行迁移、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
有待提高。
　　3. 运用所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差。要么泛泛作答、不知所云，要么不
会从问题情境、题干、题图中提炼有用
的地理信息。题目中有提示看不到，不
会根据题目本身提供的信息分析，在审
题中则用自己的联想代替试题的要求，
只顾自己闭门造车地冥思苦想。要么反
复赘述、得分点少，要么不看条件照搬
照抄。
　　4. 审题不细致，找不出关键词，审
题时不善于抓住“关键词语”，不知道
问什么，答非所问。在审题时粗心大
意，对题目中的限定词或关键词熟视无
睹，常常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问
题的另一面。乍一看题，似曾相识，好
像与自己以前做过的题目一样，庆幸之
余却忽略了题干的要求，特别是存在的
本质差别，这样就往往造成答题偏离题
意丢分。
　　5. 看似明白，不着要点、缺乏学术
语言，缺关键词。

　　结合新课标的要求考查学生的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侧重考查学生的地理学
习能力和学科素养，即获取和解读地理
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
力，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论证
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
  具体表现为：材料较长、大背景、
小切口，图文并茂，富含有效信息；填
空较少，简答题题目难度递增，联系生
活、生产实际进行考查；设问包括原因
类、条件类、影响类等，注重学生审题
能力和综合思维的考查；材料和图中有
大量答案线索，占比近50%，其余答案也
是主干知识。
　　根据上述变化，同学们的学习方式
也要随之调整：在复习中要重理解、重
应用，切忌死记硬背，切忌题海战术，
养成认真读图，提取地图中重要信息和
从地图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学会运用地
理观念和意识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多关注生活、关注热点、关注时事；复
习中要注重构建知识体系，加强知识之
间的联系，形成思维导图；养成良好的
用图习惯，提高信息获取和解读的能
力，注重总结和凝练；利用好平时的试
题，做题时要善于思考，独立思考，完
善解决问题的思维模板，提高解题
能力。

  选择题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1. 审题干。找出题干中的关键词，
看清题干表述。
　　2. 审图和资料。审题干和图的结
合，看清图例，找出解题的有效信息。
　　3. 在解连锁题时，往往第一题是解
题关键，若解答错误可能会影响到后续
问题。相反，若在解答后续问题时感到
无从下手，则需反思第一步的选择是否
有误。
　　简答题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1. 认真审题审图。先看问题，带着
问题读材料，划重点。审文字题时要特
别注意文字中的条件、中心词、关键的
修饰语。审图时要注意看清图中所有信
息，因为图中有可能就隐藏了应答出的
知识点。
　　2. 全面思考要回答的问题。地理事
物或现象无论其成因或是影响、对策都
有多个方面的因素起作用，认真思考答
题的各个方面，分出主次，并切记一定
要将重要的知识点写在前面，抓住关键
词，是答好简答题的保障。如题中要求
分析原因的，就既要考虑自然原因，又
要考虑人为原因；如题中要求分析对策
的，则要对症下药；如要求对条件进行
评价的，则注意既要讲有利条件，也要
讲不利条件。
　　3. 答题用地理专业术语，要有主
语、重因果关系且条理清楚、重点突
出、简洁明了、字迹工整。要回答好中
考地理简答题，除了遵循以上答题规范
外，根据目前中考试卷的评分标准，还
应遵循以下技巧：一是防止漏答，答题
尽量少而精，但如果没有把握，可以适
当多答；二是要掌握详细和模糊的技
巧；三是要条理清楚。千万不要自始至
终只有一个段落，必须分条分段，一个
知识点一条。
　　4. 首因放置第一条，重因前置，隐
含答案轻加工，补充一至两条经验性答
案。对复合型问题，侧重某一方面解答。

  中考倒计时，应如
何有效复习？

  近些年，中考地理
命题是不是有新变化？

  考试丢分的原因一
般有哪些？

　　曹洪霞，中共党员。在教学中认真研究课
标和教材，注重提高课堂效率，培养学生形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地理思维，多次承担市级、
区级公开课，并荣获潍坊市优秀课例展示课一
等奖、奎文区优质课一等奖。她先后荣获奎文
区立德树人标兵、奎文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

  在答题时，应掌握
哪些技巧？

　　一切不平凡的成绩，皆源自涓
滴不弃的付出；绚丽的光彩，往往
隐藏在困难背后。一张地图，不论
多么详尽，比例多么精确，它永远
不可能带着它的主人在地面上移动
半步，只有行动才能使地图、梦
想、计划具有实际意义。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
做则必成。预祝所有的同学都达成
自己的目标！

老师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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