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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考试题的命制思路、内容与形式的变化等备受关注。
本书根据高考要求，深刻理解高考的改革思路，在“以能力立意”的理念指导下，对历年高考试题进
行了对比研究，并分析了各种题型功能与主要特点，剖析了组卷模式，对例题进行了解析，同时按“
解题体验”与“模拟测练”两个模块，命制了一定数量的试题供考生练习。这些试题基本上是原创性
的，其中不乏立意深刻、情境设置新颖、设问较为灵活的试题，这些都可拓宽我们的思路，丰富我们
的想象，为考生展示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按目前文综卷的模式，高考试卷第二卷是综合题，
地理部分共有1～2道题，本书在“基础性试题分类体验”部分，按“填充题、判断题、匹配题、计算
题、绘图题、简答题、选做题”等分为七类，提供相当数量的试题供考生思考；在“原创性试题综合
测练”部分，也提供28组各类综合的试题供考生练习，便于考生获得实战体验。　　综合题历来是得
分的关键，以学科内综合为主，涉及地理基础知识的方方面面，内容广泛，而且多以教材以外的热点
为切入点，常常以“主题加区域”的形式呈现，当代国内外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均可涉及
，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等人类关注的问题是永恒的热点。但综合题难度不大，以中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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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考试题的命制思路、内容与形式的变化等备受关注。《全
国高考地理测试能力提升(第2卷):综合题导析与测练(2010年)》根据高考要求，深刻理解高考的改革思
路，在“以能力立意”的理念指导下，对历年高考试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分析了各种题型功能与主
要特点，剖析了组卷模式，对例题进行了解析，同时按“解题体验”与“模拟测练”两个模块，命制
了一定数量的试题供考生练习。这些试题基本上是原创性的，其中不乏立意深刻、情境设置新颖、设
问较为灵活的试题，这些都可拓宽我们的思路，丰富我们的想象，为考生展示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按目前文综卷的模式，高考试卷第二卷是综合题，地理部分共有1～2道题，《全国高考地理测试能力
提升(第2卷):综合题导析与测练(2010年)》在“基础性试题分类体验”部分，按“填充题、判断题、匹
配题、计算题、绘图题、简答题、选做题”等分为七类，提供相当数量的试题供考生思考；在“原创
性试题综合测练”部分，也提供28组各类综合的试题供考生练习，便于考生获得实战体验。 
综合题历来是得分的关键，以学科内综合为主，涉及地理基础知识的方方面面，内容广泛，而且多以
教材以外的热点为切入点，常常以“主题加区域”的形式呈现，当代国内外经济、社会、科技、文化
的发展均可涉及，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等人类关注的问题是永恒的热点。但综合题难度不大，以
中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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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综合题的题型功能与主要特点综合题的组卷模式与例题解析综合题的解题体验与模拟测练（Ⅰ）基础
性试题分类体验1　填空题2　判断题3　匹配题4　填图题5　绘图题6　简答题7　选做题（Ⅱ）原创性
试题综合测练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第5组第6组第7组第8组第9组第10组第11组第12组第13组第14组
第15组第16组第17组第18组第19组第20组第21组第22组第23组第24组第25组第26组第27组第28组附：参
考答案及评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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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好此类问题的关键是读懂信息材料。　　1.仔细阅读材料，提取信息，对材料进行由表及里、
去粗取精地综合分析，明确材料的中心问题及属性，理清它们与地理学科中哪些知识、规律和原理发
生联系，提取关键性信息，掌握材料的核心和问题的本质，为进一步分析提供基础。　　2.联系储备
的知识，检索信息，探索解决的措施和对策。虽然信息迁移提供的情景是联系社会实际的热点问题，
对学生而言是新情景和新问题，但它必定是教材内容的折射，即材料在课外，原理在课内。因此，建
立教材与试题的联系，以教材的原理、规律和模式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试题，进行横向的延伸与
纵向的深入拓展，以求触类旁通，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　　3.针对设问，组织解答。解析时，要
充分利用试题中的“设问”，以设问为线索，联系原理、规律，联系教材中和社会生活中的“案例”
，发现问题的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策略。答题时要在设问的引导下，认真清理思路，将思维的结果
整理归纳，按照问题的逻辑，条理清楚地认真解答、层次分明地回答，做到答案简明扼要、科学完整
。　　例如，阅读材料后回答问题：比较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和云贵高原的自然条件，简要说明桉树在
两地产生截然不同环境效益的主要原因。解题关键是从材料中找出核心问题：桉树生长需要大量水分
。联系教材中澳大利亚和云贵高原水分条件的差异，得出桉树在两地产生不同环境效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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