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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



考前 30 分 地理

让每一个孩子都遇到好老师2

1.19 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杜能著《孤立国》一书，创立了农业区位论。

2.20 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发表《工业区位理论》一书，创立了工业区位论。

3.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受市场因

素、交通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制约，形成不同的中心地系统空同模型。

（1）在市场

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地系统空间模型中，K=3。

（2）在交通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地系统空间模型中，K=4。

（3）在行政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地系统空间模型中，K=7。

【考点 2】地方时和区时计算

（1）地方时。

（2）时区和区时。

①时区的划分：

在地球上经度每隔 15°划分为一个时区，全球共分为 24 个时区。

以本初子午线为基准，从 7.5°W 到 7.5°E 划分为一个时区，叫中时区或零时区。

在中时区以东，每隔 15°划分为一个时区，依次为东一区至东十二区；在中时区以西，

每隔 15°划分为一个时区。依次为西一区至西十二区。

公式
某地地方时＝已知地方时±两地时差

两地时差＝（两地经度差÷15°）小时

规律

公式中加减号的选用条件： 东加西减

如果所求地方时的某地在已知地的东边，用加号；在已知地的

西边用减号。

经度差的计算：同减异加

两地在 0°经线的同侧，则两地的经度数相减；两地在 0°经

线的两侧，则将两地的经度数相加。

基本步

骤

一步：定时 找出作为参照的已知地方时；

二步：定差 所求地点与已知地点间的经度差计算出时间差；

区时计算时时区差即为时差；

三步：定向 依据上一步的方向确定“＋”“－”；

四步：定值 上述条件确定后，利用公式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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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十二区各跨 7.5°，合为一个时区。

②区时：每个时区中央经线的地方时为该时区的标准时，即区时。

③区时的计算

第一步：如果已知该地经度，求时区数。该地所在时区数=该地经度÷15（余数若小于

7.5，则直接舍去；余数若大于 7.5，则在结果上加一个时区）。

第二步：求时差，即求时间间隔，每相隔一个时区，时间相差一小时。

第三步：求区时。

所求区时=已知区时士时区差×1 小时

注：①“+”“－”的选取与地方时运算中的“+”“－”选取相同。②若求出时间大于

24 小时，则减去 2 小时，日期加一天；若所求时间为负值，则加上 24 小时，日期减一天。

【考点 3】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及环节

（1）地面是近地面大气主要的直接热源；太阳是近地面大气的根本热源。

（2）两个重要的作用：保温作用和削弱作用。

（3）在农业中的应用：利用温室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利用烟雾防霜冻；果园中铺沙

或鹅卵石，不但能防止土壤水分蒸发，还能增加昼夜温差，有利于水果的糖分积累等。

【考点 4】等压线的运用

1.判读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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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读南北半球：风向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右侧为北半球；风向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左

侧为南半球；

3.判断季节：夏季大陆内部一般为低压；冬季大陆内部一般为高压。

4.判断天气状况：由高纬吹向低纬的风——寒冷干燥；由低纬吹向高纬的风——温暖湿

润；低压系统——多为阴雨天气；高压系统——多为晴朗天气；

5.判断下垫面的性质：①判断陆地（裸地）与海洋（绿地）：夏季，等压面下凹者为陆

地（裸地）、上凸者为海洋（绿地）；冬季，等压面下凹者为海洋（绿地）、上凸者为陆地（裸

地）；②判断城区与郊区：等压面下凹者为城区、上凸者为郊区；

6.判断近地面天气状况和气温日较差：等压面下凹，多阴雨天气，日较差较小；等压面

上凸，多晴朗天气，日较差较大。

【考点 5】全球气候分布及对应的自然带

【考点 6】常见的天气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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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7】日食与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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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8】地质年代

【考点 9】洋流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洋流：暖流、寒流、风海流、密度流、补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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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分布规律：

【考点 10】六大板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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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洲板块，主要由北美洲和南美洲组成；印度洋板块，包括大洋洲、阿拉伯半岛和印

度半岛。

2.板块边界

①“ ”是生长边界，主要分布在大洋内部。例如大洋中脊，红海面积逐渐增大

②“ ”是消亡边界，主要分布在大洋与大陆交界处。例如地中海面积逐渐缩小。

【考点 11】非地带性分异

特殊现象 成因

天山、昆仑山山麓的绿洲 高山冰雪融水使其地表水或地下水丰富

印度同纬度比我国气温高 高山屏障（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南下的寒冷气流）

南半球缺失亚寒带针叶林带

和苔原带
南半球同纬度是广阔的海洋

亚寒带针叶林在大陆东岸偏

南的原因

大陆东岸为寒流，而西岸为暖流；东岸受到来自大陆内部风的

影响，西岸则相反。

欧洲海洋性气候比北美洲面

积大

1.欧洲山脉点大多为东西走向，湿润气流可以深入欧洲大陆；

2.西岸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

巴西东南沿海、澳大利亚东

北、马达加斯加岛东部热带雨

林气候

1.地形是山地，在东南信风的迎风坡；

2.附近有暖流流经，起到增温加湿的作用。

赤道附近东非高原呈现出热 东非高原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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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2】可持续发展

1.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其丰富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生态持续发展、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生

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组成可持续发展系统。

2.目的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社会持续发展，社会持续发展强调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

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

3.原则

（1）公平性原则（同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群之间、不同国家与地

区之间）；

（2）持续性原则（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之内）；

（3）共同性原则（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世界各国的任务，需要各国的参与）；

【考点 13】人口迁移及其影响因素

【考点 14】宗教

带疏林草原带

温带沙漠（塔克拉玛干）形成

的原因
深居内陆，地处温带，盛行西风、降水稀少，蒸发旺盛等影响。

热带沙漠（撒哈拉）形成原因终年受副高或信风影响，降水稀少，蒸发旺盛等因素。

智利沙漠南北狭长

1.安第斯山脉直逼西海岸，使得热带沙漠气候难以进入到内

部；

2.受秘鲁寒流影响，使得热带沙漠气候一直向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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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时间 公元 1 世纪 公元 7 世纪 公元前 6-前 5世纪

起源地
西亚（以色列、巴基

斯坦、约旦地区）

阿拉伯半岛（麦加、麦地那

等）
古印度

创立人 耶稣 穆罕默德 释迦摩尼

教徒 信仰人数最多 穆斯林 历史最悠久

建筑

教堂 清真寺 佛塔、寺庙

节日 圣诞节、复活节 开斋节、古尔邦节 佛诞节

经典 《圣经》 《古兰经》 《金刚经》

分布
欧洲和美洲、大洋

洲、亚洲北部、南非

中东、北非以及中亚、东南

亚
东南亚和东亚地区

【考点 15】城市的等级与服务范围

1.城市等级

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

（1）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 20 万以上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

小城市，20 万 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2）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

（3）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 万以上 500 万以

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 万 以上 3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

（4）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5）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2.城市服务范围

大城市提供服务种类多，级别高，服务范围相对较大。

【考点 16】农业区位因素

（一）自然条件

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自然条件主要有气候，地形、水源、生物、土壤等方面。

1.气候因素

气候条件是自然条件的重要内容，包括热量、水分、热水组合、光照、昼夜温差等。

2.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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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角度看，不同地形条件发展不同的农业类型，高原适宜发展畜牧业，平原适宜种

植业，山地、丘陵适宜立体农业、林果业生产。

从微观角度看，海拔通过水热条件影响；坡度大于 25°时不利于农业生产，但借助地

形因素可形成垂直农业；在坡向方面，阴坡、阳坡在热量、光照和日较差方面存在差异，迎

风坡和背风在降水、云雾和湿度方面不同。

3.水源

水源是农业生产必备的条件，尤其对干旱地区来说水源是发展种植业的决定性因素。水

源较多的地方，适宜发展水稻生产和淡水养殖；水源较少的地方，往往只能经营旱作农业或

灌溉农业。

4.土壤

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物质基础，种植业要求土壤深厚肥沃。不同类型的土壤，适宜生长

不同农作物。如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广泛分布着酸性的红壤，适宜种植茶树。

（二）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市场、交通、劳动力、国家政策和措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与分布、

原有农业基础等。

（三）技术条件

1.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2.良种培育、耕作技术、水肥控制等——提高单产，扩大农作物种植范围；

3.农产品保鲜、冷藏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扩大农产品销售范围；

4.农业信息化——助推农业生产与市场营销、物流配送、环境保护等融合。

【考点 17】影响工业的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 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自

然

因

素

土地
工业需要一定数量、适合建筑的土地，土地的数量、质量和价格是

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水源
工业生产需要有近便的、丰富的、优质的水源，需水量大的工业应

考虑靠近河湖分布

原料 原料的种类、数量、质量及其运输成本对工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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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8】地理信息技术的区别

【考点 19】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就是绕地球运行的气象卫星在太空自上而下拍摄的云层顶部的图像。绿色表示

陆地、蓝色表示海洋、白色表示云区。

【考点 20】地理常用的教学方法的特点

1.讲授法：教师容易控制教学进程，能够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系统的科学知识。

但是讲授法有一定局限性，如果在运用时不能唤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又不能启发学生的思

维和想象，极易形成注入式教学。

动力
充足的动力供应是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消耗大量能量的工业受能

源的地域限制更大

环境
环境条件不同工业对环境条件有着不同的要求。如感光器产对环境

要求较高，会造成污染的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社

会

经

济

市场 接近消费市场可节省运费、降低成本并及时获取市场信息

交通
工业原料、燃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都需要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沿海、沿江港口和铁路枢纽地区，对工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劳动力

工业生产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技术的劳动力，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

源、文化水平、劳动技能、工资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对工

业的区位选择有影响。

科技
科技进步能够提高工业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工业一般布局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政策
政府通过政策、法规、税收、用地、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工

业生产和分布

项目 遥感（RS） 全球定位系统（GNSS） 地理信息系统（GIS）

概念

利用一定的技术装备在

航天器或航天器上对地

物进行感知

泛指所有的卫星导航系

统

专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

的计算机系统

特点

探测范围大、获得资料

速度快、受地面限制少、

获取信息大、应用广

为全球提供全天候、高

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

间信息

图形化、可视化、及时更

新信息

应用
资源调查、灾害监测、

环境监测等

军事、交通、旅游探险、

紧急救援等方面

测绘、资源管理、环境保

护、城乡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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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话法：沟通师生教与学的中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必要手段；实现教学理论指导

教学实践的基本途径。但是其耗时长，结果难以做出定量分析，特别是在自由回答的项目上，

答案多种多样，可比性较差，难以用定量分析手段进行分析。

3.“纲要信号”图示法：这些信号形象、直观，充分地利用了形象思维、事象联想以及

视觉记忆等人类思维和记忆所具有的特点，因此教学效果明显。但是同时对老师和学生的逻

辑推理能力要求较高。

【考点 21】如何看待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1.建设学校地理课程基本资源库

通过调查，掌握学校地理课程资源的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地理课程资源档案，并逐步建

立基本的地理课程资源库。

2.利用学生学习的经验资源

教师要结合学校的实际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充分利用学生自身的经历和体验。

3.开发社会地理课程资源

校外地理课程资源丰富多样，学校所在地区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地理事物，都是学校地理

课程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科技馆、气象台、天文馆等。

4.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

有条件的教师可以从计算机网络上获取各种适用于地理教学的电子资源，如地理文字资

料、地理图像、地理视频、地理动画、地理书刊、电子教案等。

【考点 22】作业布置

1.布置作业应遵循的原则

针对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灵活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开放性原则。

2.课外作业布置的注意事项

布置课外作业在遵循作业布置几个原则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变规范、统一的作业为自主的、个性化的作业；

（2）变封闭的作业为开放的作业；

（3）变独立完成的作业为合作完成的作业。

【考点 23】何如看待关注表现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是指对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完成某项任务或任务群时所表现出的语言、文字、

创造和实践能力的评定，也指对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

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等的评定。

表现性评价的方法通常包括：（1）对开放式问题的笔试评价；（2）对成果的实际操作过

程及展示的评价；（3）对日常谈话和观察开展的评价；（4）对高层次学力状况的“思考能力、

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的评价；（5）对日常环境中的不同习惯的表现评价。

【考点 24】案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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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教师基于一定的教学目标，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将学生引入教育实践

的情景中，组织、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研究，从而培养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

（2）步骤：

a.呈现地理案例；

b.分析和讨论地理案例；

c.总结和评价地理案例；

d.迁移和应用。

【考点 25】西欧的气候

1.本区绝大部分位于五带中的北温带，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形成温带海洋性气候，终

年温和湿润；

2.地中海沿岸为地中海气候，内陆及伊比利亚半岛内部为温带大陆气候，阿尔卑斯山脉

为高原山地气候；

3.西欧温带气候的形成原因：欧洲西部西临大西洋，大陆轮廓曲折，使海洋影响深入内

陆；地形中部为平原，山脉东西走向利于海洋湿润气流深入内陆；洋流北大西洋暖流经过，

对沿岸地区起到增温增湿作用。

【考点 26】西欧的山脉

南北纵列的三大地形区

1.西部高山区：山脉（落基山等）、高原、盆地相间，山脉是美洲与太平洋板块相撞而

成；

2.中部平原：中央大平原（南部－密西西比平原、西部－大平原）；

3.东部高原山地区：拉布拉多高原、阿巴拉契亚山地，地势较低。

【考点 27】亚洲的气候特征

1.气候复杂多样；

2.季风气候显著；

3.大陆性气候分布广；

4.亚洲地区分布的气候类型：极地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

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雨林气候、地中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

【考点 28】中国领土四至点

最北端：黑龙江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中主线（53°N 附近）；

最南端：南海南沙群岛上的曾母暗沙（4°N附近）；

最东端：黑瞎子岛（135E°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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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西端：新疆帕米尔高原（73°N附近）。

【考点 29】秦岭-淮河线的地理意义

1.1 月平均气温 0℃等温线；

2.800mm 等降雨量线；

3.长江和黄河地理分界线；

4.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线；

5.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分界线；

6.亚热带季风和温带季风气候分界线；

7.有无结冰期分界线；

8.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温带落叶阔叶林分界线；

9.南方和北方地区分界线。

【考点 30】青藏地区的自然特征

1.地理位置：位于我国西南部，横断山脉以西，昆仑山脉—祁连山脉以南，南至国界；

2.地形地势：地势高耸，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是世界最高的大高原，素有“世界

屋脊”之称，显著特征是“远看是山，近看是川”；

3.气候特征：独特的高寒气候，冬寒夏凉，年温差小，日温差大；

4.河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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