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高三地理的有效复习——以《工业的区位选择》为例

2016 年高考已尘埃落定，新一年高考又即将来临，面临新的挑战，应如何做好高三地

理的有效复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也值得我们去摸索和探究。地理学科是研究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科学。要求我们既要注重知识的积累，

又要注重能力的提高。体现在高三地理复习中，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紧紧围绕地理基础知识

的复习，通过地理知识的系统整理、归纳，形成完整、科学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按大

纲规定的能力要求，通过原理分析、规律总结和解题训练加强能力培养，提高创新意识，不

断提高认识水平。

高三地理应如何进行有效复习，我想首先要熟悉研究往年的高考地理试题。高考地理试

题对高中地理学习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当前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研究高考

地理试题，认识高考地理试题的价值取向，对提高高三地理的复习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其次

要在做题过程中总结出需要掌握的地理知识、地理能力、地理原理、地理方法和地理规律。

现在很多高三同学手中都买了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备考资料和习题册，不少学生陷入了做题背

题的“事倍功半”的学习怪圈中，实际上地理高考试题是非常灵活的，高三备考应重在掌握地

理方法。要以地理事实材料为基础，形成地理概念，认识地理规律和地理原理，建立完整的

知识结构体系要比掌握大量零散知识更有价值，因此复习过程中应抓住主干知识，注重培养

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下面我想以《工业的区位选择》一课为例，简单谈谈高三地

理有效复习的方法。

一．课标要求及教学目标

地理高考大纲是高三复习与备考的重要依据，《全日制普通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针对本

节课提出了要求：“能够分析工业的区位因素，掌握工业生产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根据

课标要求可明确本节课主要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大致如下：

（一）知识目标

掌握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理解工业区位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技能目标

提高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有效复习的步骤

近几年高考中不乏出现考查“工业区位因素及区位分析方法”的试题，关于这部分内容

的基础知识及运用同学们都有所掌握，因此不妨可以考虑从高考试题入手，研究高考试题对

本节知识的考查方式，从中梳理知识体系，完善知识框架，再通过巩固练习提高答题能力和

解题技巧。

（一）探究高考试题

例：（2013 全国文综）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被合称为“金砖国

家”(BRICS)。

材料：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但需大量进口铁

矿石。巴西是拉丁美洲人口最多、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其人口和城市主要集中在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为中心

的东南沿海地区。巴西铁矿石资源丰富，是世界重要的

铁矿石出口国。2010 年 4 月 13 日，中国和巴西签订协议，



共同出资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建设一家年产 500 万吨钢材的大型钢铁厂，所产钢材主要用

于巴西汽车制造、造船、石油开采等行业，部分输往中国。

思考问题：请简述该钢铁厂区位选择的有利条件？

（临近铁矿石产地，离煤炭产地较近；位于产品的销售市场；社会协作条件良好，基础设

施较完善，工人素质较高；位于大城市的港口附近，交通运输方便。）

不难发现，此题主要从原料、燃料、市场、劳动力、交通等方面入手分析，旨在考查工业

区位选择的因素，在做题时自己的思维就应动起来，回顾并总结出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

哪些，从而对基础知识进行梳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二）基础知识梳理

1.五种导向型工业

我们曾经学习过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工业可以分为五种导向型工业：原料导向型、市

场导向型、动力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关于这五种导向型工业的生产特点、

区位选择及典型案例是高三同学们应扎实掌握的内容，在高考试题中也是时常有所体现的。

2．环境效益

这部分内容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勤于思考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就有类似的出于环境效益

考虑进行工业布局的案例，例如：沈阳的老工业区多位于城市西南部的铁西区；伦敦、巴黎

等西欧城市的工业区大多设置在市区的东北部边缘。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在影响着工业的区位

选择呢？

认真思考，打开脑洞，发现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正是新课改下高考地理的重

点考查方向，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回顾总结如何对产生“三废”（大气污染、水污染、固

体废弃物污染）的工业进行合理布局，并且可以适当做一些练习题进行知识的巩固与深化。

例如：下图为某城市两个工业区的分布示意图，东部工业区包括冶炼厂、钢铁厂、石化厂等，

西部工业区包括焦化厂、水泥厂等。该地盛行南风，回答下列问题。

（1）判断东部工业区的选址是否合理，并说明理由。

（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城区不断扩展，要求西部工业区中的焦化厂、水泥厂搬迁

的呼声越来越大，为什么?

参考答案 ：(1)合理。因为该工业区（三个工厂）分布在与盛行风向垂直的郊外．废气对城

市污染小，位于流经城市的河流下游，不会对城市用水产生污染，还位于主要交通线（铁路、

主要公路、河流）沿线，交通运输方便。

(2）两厂都属于（大气）污染较重的工厂，位于与盛行风向垂直的老城区郊外，较为合理；

但现已完全被新城区包围，污染城区，影响居住环境（人们环境意识增强），需迁出城区。

通过这两小题的完成，可进一步提升自己从自然、经济、环境等角度对工业区位进行分

析的能力，并提高答题的技巧，同时在做题过程中也可产生思考和疑问，“既然不合理，为



什么工厂还一直没有搬出去呢？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不难联想到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

素不仅仅是经济和环境因素，我们还介绍过社会因素，那么本题中影响工厂迟迟未迁的因素

极有可能是工业惯性。

3．社会因素

有一些社会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进行影响的例子，需要同学们能够掌握并加以区分，例如：

①20 世纪 50 年代在内地建立了一些大型工业基地（国防需要）

②20 世纪末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政策）

③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曾在并不生产棉花的鞍山、包头等重工业区布局一些棉纺织厂（解

决家属就业和当地男女比例问题）

④许多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回乡投资建厂（乡土情感）

⑤喜欢大海风光的投资者将企业建在近海滩处（个人偏好）

⑥某个工厂的区位不合理，但仍然留在那（工业惯性）

4．工业区位因素的变化

既然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如此之多，那么对于同一工业来说影响它的区位因素也

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家具是市场导向型工业。光明家具是中国实木家具十大品牌之

一，产品远销国内外，但其生产总部却位于东北边陲的伊春市。工业区位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什么？（原料）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这种布局虽然临近了原料，可家具体积较大，因

此产品运输的成本较高，这里产品的运输费用怎么来考虑呢？”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目前交通运输已经越来越便利，而且家具也由原来的整装运输变为了可以拆卸

组装的运输，自然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这是生活之中的例子，教材中曾经介绍过钢铁工业

的区位变化。因此我们要回顾并掌握这样几个问题：钢铁工业的区位选择发生了几次变化？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科技的作用对各个区位因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终注意总

结出工业区位因素强弱的变化如下：影响变弱的因素包括原料、动力、劳动力数量；影响变

强的因素包括科技、交通、市场、劳动力素质等。

5．工业区位选择原则的总结

在选择工业区位时，要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及环境因素等几个方面考虑。可归纳

为“风、水、宝、地”四字诀。

“风”：大气污染严重的工厂，布置时要考虑风向，应选择在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与

盛行风向垂直的郊外，或是在居民区最小风频的上风地带。应注意图上或文字的风向信息。

“水”：水污染严重的工厂则要考虑污水排放口远离水源地及河流上游，应尽量布置在城

区河流的下游；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的工业则要远离农田和居民区，应布置在河流的下游。

“宝”：减少生产成本，工业区位选择还要考虑工业所需的原料、燃料来源，产品销售市

场，交通便利程度以及劳动力的供应等因素。

“地”：要遵循工业区位的基本原则：规模小、无污染的工业可以有组织地布置在城区；

用地规模大、对空气有轻度污染的工业可布置在城市边缘或近郊区；严重污染的大型企业宜

布置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尽量不布置在河谷等通风不良的地区。

（三）提升能力，学以致用，探究热点

高三同学不仅仅要熟悉完整的知识体系，更要能够根据题目给出的地图、文字、数据、

表格信息，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合理布局工业。因此，适当的习题演练和对

热点新闻的思考就显得尤为必要了，通过这样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实现学以致用，提高解题能

力，同时也能解决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例如，针对本节课我们可以选取这样几道题目：



（2010 福建文综）下图示意我国东部主要石化基地和企业的分布

1．图中兼有资源和市场区位优势的石化基地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2．④地接受境外石化产业转移将首先促进区域内的( )

A．石油开采 B．核电站建设

C．海岛旅游开发 D．港口建设

（2012·海南卷）自 20 世纪 60 年代，甲国开始在临近乙国边境的

地区设立边境工业区，吸引乙国的企业来此投资建厂，并从乙国进

口原料和零部件，加工、组装为成品后再销往乙国。目前，这些边

境工业区已发展成规模不等的工业中心(见图)。据此完成 3—4 题。

3．据图文资料推断，与乙国相比，甲国( )

A. 劳动力价格较低 B. 技术水平较高 C. 消费市场较广 D. 资金较雄厚

4.影响甲国边境工业区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是( )

A. 廉价劳动力 B. 交通运输 C. 研发能力 D. 环境质量

5.（考查：生活热点）材料：目前，辽宁政府以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契机，为推动辽

宁省和沈阳市通信产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沈阳手机新兴产业，在沈北新区成立了辽宁（沈

阳）手机产业基地。该基地位于沈北新区的道义大学城内，是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核心园

区，也是辽宁省重点产业园区，预计将利用 5年时间，实现年产手机 1 亿部，创造产值 1000

亿元，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手机产业基地。结合下图分析：沈北新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的区位优势有哪些？



分析思路：交通便利，铁路、地铁（在建）、高速公路贯穿境内；高校集中，科技水平较高；

沈阳是东北地区经济 、文化中心，市场广阔；产业基础好，社会协作能力强；政策鼓励与

扶持；生态环境优良。

同学们在这些问题的完成中能更好地了解考试命题的原则及思路，研究题目类型，揣摸

解题方法，从而掌握各类题目的基本特征及解答规律，不断在解题的过程中总结方法，做到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遇到类似第 5 题这种生活中的新问题时，可迅速确定解决思路。对超

教材、超教学大纲的偏、难、怪题应坚决放弃，避免无谓浪费时间和精力，掌握复习的主动

权。

三．关于高三地理有效复习的反思

本节课的复习分为三个环节：“探究高考试题” 、“基础知识梳理” 、“提升能力，

学以致用，探究热点”，以达到两个复习目标：一是夯实、巩固工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等基

础知识；二是结合具体高考考题和热点问题，让学生掌握工业区位选择的解题模式。在整个

复习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掌握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

对于上述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要深入理解和具体应用。高考

试题一般通过大量引用课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素材，形成新的问题情景，构成新的问题角度，

从而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考查的落脚点依然是地理学科的基础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将这些基础知识理解与识记，并熟悉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

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应对高考。

但是目前，大多数学生对于地理基础知识只停留在只言片语的了解上，不但不能说出其

内涵与外延，更谈不到理解识记了。因此，同学们首先应在理解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基础知

识，再运用这些概念、原理和规律分析问题，在使用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在专题复习

反馈练习时，也要有意识地回忆本题应用了哪些地理概念、原理与规律，它们在分析问题时

能够起什么作用。要注意掌握地理知识的联系性，掌握最基本的地理成因、地理规律和分析

方法。

（二）构建地理知识网络

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要比掌握大量具体的零散知识更具价值。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

往往比较偏重于掌握知识的细节，而忽略了对知识结构整体上的理解和掌握。由此而带来的

直接危害是降低了知识的智力价值，使获得的知识难以成为今后深入探究的可靠基础。

同学们在对知识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可以伴随一系列思维活动，如分析、判断、归纳、

演绎、比较、分类、总结、概括、推理等，可以说这个过程也是思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

这一过程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强化记忆，同时也可以发现问题、弥补漏洞、纠正错误。

在对基本原理、规律的探究、发现、归纳和应用的过程中，吃透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和规律，

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在专题复习时，要抓住一条线索，就是一串知识，让知识系统化、综合化，将网络结构

印到脑子中，或者自己绘制知识树，宏观地把握专题知识的体系，从而促进对知识的内化、

理解，通过这个过程将书本变薄，形成自己的知识网络。

（三）习题精做，注重答题规范，提高实战能力。

考前要做一定数量的习题，这是巩固知识，提高技能的需要。解题训练可以提高同学们

的应变能力，从而提高考试成绩。但绝不能沉溺于题海不能自拔，却忽略了对习题的思考与

反思，做题贵在“精”，一定要在解题的过程中总结方法，做到触类旁通，而不能是一味地

盲目做题。同时答题一定要规范：要点全面、层次分明；表述完整、逻辑清晰；语言规范、

言简意赅；书写清晰、卷面整洁。

（四）关注热点



“社会热点”涵盖了经济、体育、科技、政策、生态、自然灾害、国际交往等各个方面，

与地理知识考点密切相关。同学们在平时生活中要留意地理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报纸、电视、

互联网等媒体收集近期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并适时与所学的地理知识点融会贯通，但要注

意热点本身只是一个“外壳”，是试题切入的问题情境，学科主干基础知识的考察才是试题

的本质。因此在分析地理热点问题时，要把握热点问题的本质及主题是什么，如台风、地震、

水旱灾害等，其主题是“人类怎样应对自然灾害”。同学们解题时只需在试题提供的图像或

文字材料信息中找到地理内容，接下来的关键是分析地理热点与地理考点对应关系，要善于

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地理问题。

总之，高三地理的有效复习要讲究方法，但无定法。最关键的是复习过程中要扎扎实实

的落实基础，构建知识体系，形成整体观念。多动脑，多思考，加强能力培养，学会举一反

三，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高三，将是你人生的一笔财富，只有努力过，你才能真

切体会到它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