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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18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地理学科说明 

 

本说明以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 版）》（以下简称《地理课程

标准》）为依据，统筹兼顾江西省现行不同版本教材的内容和教学实际情况，并结合当前课

程改革和考试评价改革等新要求，由命题指导思想、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考试内容与要求

等部分组合而成。 

一、命题指导思想 

考试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及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中考精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有利于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执行《地理课程标准》，引导教研、

教学方向；有利于推进地理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

业负担，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 

考试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发挥考试的导向作用，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

的改进和完善。考试在考查学生所学地理基础知识、地理基本技能的同时，重点考查学生理

解、运用、探究、实践的能力。考试力求体现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与学生经验的联系，同时，

也注意考查与高中地理教学接轨的核心知识，全面、公正、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地理学

习水平，充分发挥考试的甄别、激励、选拔等功能。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1.答卷方式 

    闭卷、笔试，建议带必要的文具（包括铅笔、直尺等）。 

2.考试分数 

    地理、生物合卷，全卷满分共 60分，地理分值为 30分。 

3.考试时间 

    地理、生物共 60分钟，地理为 30分钟。 

（二）试卷结构 

1.试卷内容结构 

地球与地图，约占 15％；世界地理，约占 35％；中国地理，约占 40％；乡土地理，约

占 10％。注重考查主干知识，不过分追求知识覆盖率。 

2.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分为两大题型：第一大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共 15 个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5 分。

第二大题型为综合题，主要以读图分析题、填图绘图题、地理探究题等形式出现，一般由 3～

4个综合题组成，共 15分。 

3.试题难度分布 

试卷难度适宜，杜绝偏题、怪题、陈题。具体要求：容易题，约占 60％；中等题，约

占 25％；难题，约占 15％。 

4.组卷 

试卷按地理、生物学科顺序分科集中排列。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内容 

     根据《地理课程标准》，考试范围包括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和乡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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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知识。 

    为有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将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的区域范围划分为重点掌握区域和一

般掌握区域两类，重点掌握区域详见下列“具体要求”，其他为一般掌握区域。 

（二）具体要求 

考试内容  

能力要求 
一、地球与地图 

地球 

与地 

球仪 

1．了解人类认识地球形状的过程。 

2．用平均半径、赤道周长和表面积描述地球的大小。 

3．用地理现象说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4．运用地球仪，说出经线与纬线、经度与纬度的划分。 

5．在地球仪上确定某地点的经纬度。 

识记 

识记 

理解 

理解 

运用 

地图 

 

1．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判读经纬度，量算距离。 

2．在等高线地形图上，识别山峰、山脊、山谷、鞍部、陡崖，判读 

   坡的陡缓，估算海拔与相对高度。 

3．在地形图上识别五种主要的地形类型。 

4．根据需要选择常用地图，查找所需要的地理信息，养成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地图的习惯。 

5．列举电子地图、遥感图像等在生产、生活中应用的实例。 

识记 

运用 

 

识记 

运用 

 

理解 

 

 

考试内容  

能力要求 二、世界地理 

海洋

与  

陆地 

 

1．运用地图和数据，说出地球表面海、陆所占比例，描述海陆分布    

   的特点。 

2．运用世界地图说出七大洲、四大洋的分布。 

3．举例说明地球表面海洋和陆地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4．知道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出世界著名山系及火山、地震  

   分布与板块运动的关系。 

识记 

 

识记 

理解 

理解 

 

气候 

1．区分“天气”和“气候”的概念，并能正确运用。 

2．识别常用的天气符号，能看懂简单的天气图。 

3．用实例说明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4．阅读世界年平均和1月、7月平均气温分布图，归纳世界气温分布    

   特点。 

5．阅读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 

6．运用气温、降水资料，绘制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说出气 

   温与降水量随时间的变化特点。 

7．运用世界气候分布图说出主要气候类型的分布。 

8．举例说明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 

9．举例说明气候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识记 

识记 

运用 

理解 

 

理解 

运用 

 

理解 

运用 

运用 

居民 

1．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世界人口增长和分布的特点。 

2．举例说明人口数量过多对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3．说出世界三大人种的特点，并在地图上指出三大人种的主要分布 

   地区。 

识记 

理解 

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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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出世界三大宗教及主要分布地区。 

5．运用图片描述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差别。 

6．举例说出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7．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识记 

识记 

理解 

理解 

地域

发展

差异 

1．通过实例，认识不同地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2．运用地图归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 

3．用实例说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理解 

识记 

理解 

认识

区域 

 

1．运用地图等资料简述某大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2．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某大洲地形、气候、水系的特点，简 

要分析其相互关系。 

3．在地图上找出某地区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其首都，读图说 

出该地区地理位置的特点。 

4．运用地形图和地形剖面图，归纳某地区地势及地形特点，解释地 

形与当地人类活动的关系。 

5．运用图表说出某地区气候的特点以及气候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生活 

的影响。 

6．运用地形图说明某地区河流对城市分布的影响。 

7．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指出某地区对当地或世界经济发展影响较 

大的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说出其分布、生产、出口等情况。 

8．举例说出某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9．运用资料描述某地区富有地理特色的文化习俗。 

10．说出南、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认识开展极地科学考察

和保护极地环境的重要性。 

11．在地图上指出某国家地理位置、领土组成和首都。 

12．根据地图和其他资料概括某国家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 

13．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联系某国家自然条件特点，简要分析该 

国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实例。 

14．用实例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某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15．举例说出某国家在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 

16．根据地图归纳某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的特点。 

17．根据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某国家的种族和人口（或民族、宗教、

语言）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特点。 

18．用实例说明某国家自然环境对民俗的影响。 

19．举例说出某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识记 

理解 

 

识记 

 

运用 

 

运用 

 

理解 

识记 

 

识记 

识记 

识记 

 

识记 

理解 

理解 

 

理解 

识记 

识记 

识记 

 

识记 

识记 

重点 

掌握 

区域 

1. 认识大洲：亚洲的自然环境。 

2. 认识区域：中东地区、欧洲西部、撒哈拉以南非洲、极地地区。 

3. 认识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 

 

 

 

考试内容  

能力要求 
三、中国地理 

疆域 

与 

1．运用地图说出我国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 

2．记住我国的领土面积，在地图上指出我国的邻国和濒临的海洋， 

识记 

识记 

http://www.eku.cc/dl/509/271/
http://www.eku.cc/dl/509/272/
http://www.eku.cc/dl/509/274/
http://www.eku.cc/dl/509/276/
http://www.eku.cc/dl/509/277/
http://www.eku.cc/dl/509/279/
http://www.eku.cc/dl/50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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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认识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 

3．在我国政区图上准确找出34个省级行政区域单位，记住它们的简 

称和行政中心。 

4．运用有关数据说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理解我国的人口国策。 

5．运用中国人口分布图描述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 

6．运用中国民族分布图说出我国民族分布特征。 

 

识记 

 

理解 

理解 

识记 

自然环

境与自

然资源 

1．运用中国地形区概括我国地形、地势的主要特征。 

2．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 

素。 

3．在地图上找出我国主要的河流，归纳我国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 

特征。 

4．运用地图和资料，说出长江、黄河的主要水文特征以及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影响。 

5．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 

6．举例说明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的区别。 

7．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理解我国的土地国策。 

8．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 

9．结合实例说出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 

识记 

理解 

 

识记 

 

识记 

 

识记 

识记 

理解 

理解 

 

理解 

经济 

与 

文化 

1．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农业分布特点，举例说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 

必要性和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重要性。 

2．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工业分布特点，了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

况。 

3．比较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初步学会选择恰当的交通运输方 

式。 

4．运用地图说出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 

5．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 

影响。 

6．结合有关资料说明我国地方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理解 

 

理解 

 

运用 

 

识记 

识记 

 

理解 

地域 

差异 

1．在地图上找出秦岭、淮河，说明“秦岭—淮河”一线的地理意义。 

2．在地图上找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地区、青藏地区四大地 

理单元的范围，比较它们的自然地理差异。 

3．用实例说明四大地理单元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理解 

理解 

 

理解 

认识 

区域 

1．运用地图简要评价某区域的地理位置。 

2．在地形图上识别某区域的主要地形类型，并描述区域的地形特征。 

3．运用地图与气候统计图表归纳某区域的气候特征。 

4．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说出某区域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特点。 

5．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某区域人口、城市的分布特点。 

6．举例说明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7．举例说出河流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8．运用资料比较区域内的主要地理差异。 

9．举例说出区际联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10．举例说明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 

11．运用有关资料分析说明外向型经济对某区域发展的影响。 

理解 

识记 

运用 

识记 

识记 

理解 

理解 

理解 

理解 

理解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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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资料，分析某区域内存在的自然灾害与环境问题，了解区

域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 

13．以某区域为例，说明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14．运用资料说出首都北京的自然地理特点、历史文化传统和城市

职能，并举例说明其城市建设成就。 

15．认识台湾省自古以来一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在地图

上指出台湾省的位置和范围，分析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

特色。 

16．以某区域为例，说明我国西部开发的地理条件以及保护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 

理解 

 

运用 

识记 

 

理解 

 

 

理解 

 

重点 

掌握 

区域 

1．中国的地理差异：四大地理区域的划分、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 

2．认识区域：北京、台湾省、香港、澳门、珠江三角洲、黄土高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 

 

 

  

考试内容  

能力要求 
四、乡土地理 

1．运用地图，描述江西省的地理位置，分析其特点。 

2．利用图文资料，说明江西省的地形特点、气候特征。 

3．运用江西省的人口资料与全国人口情况进行比较，说出江西省人口数量和  

人口变化的特点。 

4．举例分析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对江西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5．说出江西省旅游资源的分布和特色。 

6．根据资料说出江西省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

能通过资料的分析，对江西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运用 

理解 

运用 

 

理解 

识记 

运用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5048.htm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5047.htm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5043.htm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5038.htm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5032.htm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4999.htm
http://www.pep.com.cn/czdl/jszx/tbjxzy/dzkb/bx/201203/t20120306_110497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