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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与国际地理奥赛活动 （ 连载六 ）

全国 中学生地理

輿林匹克竞赛综合题分析

□ｉ民 ｉ 梦 兩 秸晨斯 蔚 东其 扬 洁 枝 九资 蹇 翠歡／此京 师 范 大含地理＃ 与 遠威科含 ＃ 梵

为 了与国际地理奥赛接轨 ，
我 国 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度来看 ，

难度由 浅人深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 此外 ， 每

克竞赛试题模块的设置完全依照 国际地理奥赛 ，分为景届综合题中会有一题考查英文能力 ， 目 的是与 国 际地理

观题 、
综合题和野外考察题 。 其 中

， 综合题是整 套试题奥林匹克竞赛接轨 。

中文字最多 、信息量最大的部分 ，
目 的是考查学生对地表 近三届全 国 中 学 生地理奥林 匹 克竞赛 综合题

理现象 、过程的综合分析能力 。 下 面 ， 笔者对近三届全数量 、 内 容分布

国 中学生地理奥林匹 克竞麵综合题进行分析 。

｜Ｊ 文 字＜题
｜

小题
￣̄

＿

、试题概况届数
字数 个数 个数

王题 内 容

全 国 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至今
一共成功举办

；

—

ｒ

了六届 。 最近三届综合题题 目 类型较为 固定 ， 均为综合 第 四 届 ６６８６５２５
Ｉ
ｆｌ

分析题 。 如下表所示 ， 从试题总长度来看 ， 平均字数在
．

游＃源－歧￣＿观苎
貌

＿

６０００
￣

８０００ 字 ， 作答时间 为 １ ５０ 分钟 （ 第 四届 为 １ ３ ５ 分区域生 态环境的 保护 与 建

钟 ） 。 大题平均个数为 ５￣ ６ 个 ， 每个大题包括 ４￣ ８ 个
第 五届 ６ ３ 丨３５２８ 设 ＇城市地理 、 文化地理 ＇农业

小题
，
总题 目数控制在 ２ ５ 个左右 。 从试题结构来看 ， 每

Ｓ賴 戈丨

］ 、Ａ雜貌


个大题平均 由 ３￣ ４ 个材料组成
， 每个材料对应 ２￣ ３ 个农业 区 域规 划 、地 质地貌 、

小题 。 每段材料图文并茂 ，

以描述性文字与 表示地理现第 六届 ７５ ８５６３６ 疾病地理 、 旅游 资 源 开发 与

象 、
过程的 图 像 （ 景观图 、地图等 ） 结合为主 。 从设 问 角 ｜ ｜

利 用 、 盐碱地
＇

冶 理 、文化地

书籍 ，
以增长见识为 目 的 。来 。 写作可从每天 的教学反思写起 ，

可 以写教学故事 、

只有多读书 ，
教师才有

“

源头活 水
”

。 教育类 、哲学观课笔记等 ，
积极参与 论文评 比 ，

时 机成熟 时可投稿

类和心理学类的 书籍教师都要涉猎 。 读书多 的地理教发表 。

师
， 其课堂活泼有趣 ，

充满吸 引 力 ， 这样的教师可 以给学另外 ， 教师要养成记笔记的 习惯 ， 这有助 于加快 自

生高尚 的精神引领 。身成长 ，
而且也会为写作提供可用的素材 。 培训 、听课

三
、第三步 ：

且行且写后要及时整理心得体会 ，积极参与公开课 、
示范课和优

读书固然重要 ， 但写作更重要 。 写作可帮 助反思 ，质课比赛 ，
促进教学技能 的提高 。 坚持每次课前写上课

使问题更清晰 。用语 ， 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 课后及时写总结反思 。 善于

许多优秀 的 教师会做好五件事 ， 即读书 、思考 、 实以体会 、感想 、 启示等形式对 自 己 的教学行为进行批判

践
、
写作和研究 。 教师不能仅满足于课堂教学技能的提性思考 。 在每

一次教学活动 之后都能总结经验 、
教训

，

高 ， 而做一辈子
“

教书匠
”

，要善于思考 、总结 ，
向 研究型 、 进而改进 。

学者型教师 的方 向努力 ， 进而成为
“

教育家
”

。 因此 ， 教教师要想不断地进步与提高 ， 就必须树立终身学 习

师要 自觉学习教育科研理论 ，边学 习边实践 、总结
，
把教的理念 ， 要坚持不懈地 自觉学习 ，

“

边教学边研究
”

，
最终

学中 的点滴体会 、课后感想 、 教学心得等 用文字记录下实现专业发展上的
“

破茧成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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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题特点分析 ， 包括根据遥感 图 、统计图分析水文特征 。

１ ． 立足科学 、真 实的地理过程例 ２ ？ 第五届综合题第 一题 。

全 国 中学生地理奥林匹 克竞赛题 目 的设置严格遵材料 １ 鄱 阳 湖是我 国 最大 的 淡 水湖 ，
地处 江 西 省

循科学性原则 。 综合题是信息量最大的题型 ，
所有材料的 北部 ，

长 江 中 下 游南 岸 。 湖 盆 自 东 南 向 西 北倾斜 ，
湖

来源于权威刊物和新闻媒体 ，也包括专家经实地考察整底 高程 由 １ ４ 米 降至湖 口 约 ３ 米 。 鄱阳 湖 以松 门 山 为界
，

理的第
一手资料 。 例 如

， 第 四 届综合题第 五题
“

拉达分 为 南北 两部 分 ，
北 面 为 星子至 湖 口 的 狭长 入 江水道 ，

克——高寒地区环境的可持续力
”

的
“

材料 １

”

描述 了拉南 面为 主湖体 。 图 １ 为鄱 阳湖遥感 图像 。

达克的地理概况 ，包括地理位置 、地区 面积 、 官方语言 、 ｉ

ｎ ｜
—

－

ｎ

平均海拔 、降水和气温等 。

“

材料 ２
”

则在
“

材料 １

”

的基^
础上进－步描述该地区的地職源 和环境现状 ，

瓶置Ｔ

五张景麵
，
以 丰富的文字和 图像呈 现拉达克祖的地^

理概况 ， 要求学生提取膽开发的资源和条件 。董
＿

Ｔ


为 了引导学生对某
－特定地区的地理问题进行综％＼ｒ

＇

＿

合分析和滞 ，齡题在浦喃麵织倾鉢服

域为背景 ， 自舰购ａ找翻齡 ；
隨暖韻

？

．

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
从单

－要 素的分析逐渐过渡到 多
＇ Ｘ ｕ ｉ

要素的综合分析 。 例如 ， 第六届 综合题第
－题

“

农业＊雜裳霉 邏
化遗产

”

，前 ４ 个小题主要集 中 在农业生产 知识体紅
：

，
彳

５
面 ， 第 ５ 小题涉及删分布 ， 第 ８ 小题则要求综合分析 自－

：
：

＇

＾
ｆ ５

然
、
人文

、
区域条件下农业遗产的特点 。

＇

和 ． 第 六届综合题 第 － 题 。

①详 细解释青田 传统稻 鱼共 生 系统 中
，
水稻和 鱼类．

是如何共生 的 ？图 丨 鄱 阳湖遥感 图

②青田县 的 自 然环境 与 发展稻鱼 共 生的 农业 生 产材料 ２ 鄱 阳 湖 天 然 湿地 全年 景 观 变 化 图 （ 见 图

方式有什 么 关 系 ？２ ） 。

③在江苏 省 的 考察表明 ，许 多 农 民 更愿 意种植单一
＾



的 水稻 而 不 是稻 田 养鱼 系 统 。 请 问稻 鱼 共生 系 统没有ｆ
ｗ

｜

ｅ

ｆｆ
得到推 广 的綱 ａ 素是什 么

？
ｓ

Ｘ
ｓ

Ｊ
④ 中 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名 单 中 ， 有哪 些和稻 田 共

生 系统属于 同 －个类 型 ？ 该 类 型有什 么特 点 ？
ｆ 乘

‘广

⑤ 中 国 重 要农业 文化遗 产 名 单 中 的 １ ９ 个农 业 纟ｗ｜
^

统
，
在 分布上有什 么 特点 ？ 为什 么 有这样的特点 ？

＂

ｓｒ
ｉ

ｊｒｇｐ
ｌ

⑥根据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
ＧＩＡＨＳ

） 官方 网 站
｜〇 卜吕ｋ ｜

｜ ｜〇 卜函 ｜

｜

｜ｒ

：

Ｂｆ^
ｌ

的规定
，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可以分 为 １０ 类 ，请分别鄱阳湖天然 湿地鄱 阳湖天然 湿地鄱阳湖天然 湿地

写 出其 中 文名 称
， 归 纳每类农业文化遗产 的 特点 。

１ 月份景 又见图３ ＾ｈ分景观■ ａ份景观^

⑦ 中 国入选 ＧＩ ＡＨＳ 的 ８ 个农业文化遗产 ， 分别 属于ｗ＾ Ｅ

ｆＷ＋ Ｅ

Ｊｊ

ｃＷ＋Ｅ

哪 ；Ｌ类 ？
Ｓ

＾
Ｓ

＾
Ｓ

恭
⑧类型 ４

、类 型 ７ 、 类 型 １０ 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
，
对所在 区域 的 地理 条件 有什 么要求 ？ 请分 别从 自 然

地理条件 、
人文地理条縣解释 。

＇

３ ． 突 出地理学 的 时 空性

全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综合题依托各种地
｜有剖

｜

｜＞
Ｃｔ Ｌｉ＾

ｌ

图
，
考查学生对地理特征 、

地理规律 的判 断和地理过程鄱 阳湖 天然 湿地鄱 阳湖天然 湿地鄱阳湖 天然湿地

的推理 ， 落实对学生地理时 空性思维 的考查 。 例如 ， 第
７月 份景观图 １ ０ 月 份景观 图丨 ２ 月 份景观 图

五届综合题第一题考查对鄱 阳 湖湿地生态环境的综合图 ２ 鄱 阳 湖 天然湿地全年景 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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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观察鄱 阳 湖 水量 变化情况 ，
写 出 其特 点 并 分析 新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

原 因 。例 ４ ？ 第 五届综合题 第五题 。

又如 ， 第四 届 、第五届 均 出 现了有关美 国底特律 的材料 图 ４
、 图 ５ 是上 清溪一 带 的 地貌航 片 和 上清

综合题 ， 题 目 融合了
Ｇｏｏ

ｇ
ｌｅＥａｒｔｈ 卫星遥感地图 、土地利溪地 区 的 夷平 面 。

用类型图 、景观图 、漫画等 ，综合描述底特律汽车城的兴夷 平 面
， 是指剥 蚀 平原 （ 包括准平 原 、 山麓 剥 蚀 面 、

起
、衰败 、复兴到面临新的危机 ，考查学生对真实地理现山 前剥蚀平原 ） 抬升或侵蚀基准 面 下 降 ，

侵蚀作 用 重新

象的时空发展变化的过程分析 。活跃
，
经过一 个时期后残 留 的 夷 平形 态 。 其形 态 不 单 受

４ ． 注重考查地理技能侵蚀作 用影响
， 更 多 地决 定于 内 力作 用 〇

—

个剥 蚀平原

国际地理奥 赛要求考查学生 的描述判 断技能 ， 即可以 断 裂成若干个 高度不 同 的 夷平 面 ， 原 来 的 夷 平 面也

读 、分析 、解释图像 、照 片 、 统计资料和 图表的技能 。 为可能 因 为后期 的构造运动 而 发生 变形 。

此 ，
全国 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综合题设置了少量计

——

《现代地理 学辞典 》

算题 目 和统计图分析题 ， 目 的是考查学生这－方麵＆識ｆ

能 。 例如 ，第 四 届综合题第二题
“

首位城市
”

，要求根据

相关概念公式和统计图计算某些年份的
“

首位度
”

。 就

目前而言 ，
所有计算题难度都不大 ，其设计也是为 了 更＿ £縫

材料 城市 首位度是 由 马 克
？

杰 斐逊在 １９ ３９ 年提
／

＇

＇

＂

－ｒ＾ ^

出 的
，
他发现一 个国 家 的

“

首位城 市
”

总 比这 个 国 家 的 第图 ４ 泰 宁上清溪 一带地貌航片

二位城市 大很 多 。 例如 ，
伦敦有 ８２０ 万人

， 是 第 二位城

市 利 物浦 的 ７ 倍 。 所 以首 位城 市 的 定义是 ： 规模上与 第

二位城 市 ￥持 ￡ 大 ！Ｋ 引 ：＾ 大 部純 市Ｗ 在

国 京 占 据 明ｎ兮 的城 市 ：

、

：

二

：：二 ：

：

十
＇

： ：
：

：

：

’

：

，

、
：

．

： ：

Ｐｏ
ｐ
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

ｒ
ｕ ｒｂａｎｃ ｅｎｔ

ｒｅｓ＿、

３ ５００ ０００＾
．－图 ５ 泰宁上 清溪地区 的 夷平 面

３ ０ ００

０００


１

上清溪地 区遥感影像上 断裂 线的 分布 ，
对地貌 的 形

２ ５０ ０ ０００


１
—

Ｌ ｘ ，

．

．
．成有什 么 影响 ？ 已知上清溪地 区在晚近地质 时期 ，

地 壳

ＩＩ■ Ｍｏ＾ａｓａ曾 多 次间歇性上升
，

这对上 清 溪的 夷平 面有 什 么 影响
，

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１


１


＿ Ｋ ｉ ｓ ｕｍ ｕ

！ 〇〇〇〇〇 〇
Ｉ１＿

丨

口
Ｎａｋ ｕ ｒｕ对地貌 的形成 又有什 么 影响 ？

５００ｏｏｏ
－ －

＾
－￣

＾６ ？ 紧 密结合 当 前时 事热 点

０ １ ９７９１ ９８９ １ ９９９２０〇
７全国 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综合题材料大多 源



（ ｐ
ｒｏｊｅｃ

ｔ ｌｏｎ ）

１于当前时事热点 ， 突出 地理奥赛与时俱进 、紧密联系 当

Ｓ ３前实际 的特点 ， 引 发学生对当 前 国 内外环境 、 资 源 、 气

城市的 首位度反映 了 城 市体 系 中 的 城 市人 口 在 最 候 、人 口等 的思考 。 例如 ， 第六届综合题涉及 ２０ １４ 年 引

大城市 的 集 中 程度 。 首位度 的 计 算就是 最大城 市 与 第 起国 际重大关注 的西非
“

埃博拉
”

病毒疫情 ，说明地理学
二位城 市人 口 的 比值 ， 请根据 图 ３ 计 算 １ ９７９ 年 、 １

９８９应用范围广 ， 与生活息息相关 。 同时
，这类题 目 考查 了

年 、
１ ９９９ 年 、 ２〇〇７ 年 内 罗 毕的 首位度 ， 内 罗 毕首位度在学生对当前 国际重要时事的关注度 、看法和认识等 。

时 间上有什 么 变化
， 为 什 么 ？三 、答题情况分析

５ ． 选 用新的 知识材料下面以 ２０ １４ 年
“

广饶杯
”

第六届全 国 中学生地理奥

在全 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综合题部分 ，
部分林匹克竞赛试题为例 ，

对学生答题情况进行分析 。 本次

试题会选取地理学科前沿的概念或模型 ， 目 的是考查学参赛的高 中 生共有 １ ８３ 名 ， 其 中 最高 分 ７５ ． ５
， 最低分

生对新知识的学 习 能力
，
以 及分析和 应用 的 能力 。 例２２ ． ５ 。 得分率在 ２６％￣ ３９％ 之 间 的参赛学生 占总人数

如
，第 四 届试题中 出 现 的

“

首位城市
”

和
“

位序规模法的 ７０％ 以上 ， 上升空 间非常 大 。 由于奥 赛的选拔性强 ，

则
”

，
以及第五届最后

一题的
“

夷平面
”

等 。 这类命题通题 目 有 一 定 难 度 ， 综 合 题 各 题 的 得 分 率 普 遍 在

过一段引导学生理解新知识的文字和图像 ， 考查学生对２０％￣ ４０％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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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答题停 留在现象表面 ，
未深层挖掘各要素之 间 的 生英语水平的限制成了失分的

“

重灾区
”

。

内部 关 系还有部分综合题的信息用英文呈现 ， 如综合题第三

如针对 问题
“

详细解释青 田 传统稻鱼共生 系统 中 ，
题的第 １ 题 ， 图片

“

ｔ
ｈｅｄｅｖ ｉｌｖｉｒｕ ｓ

”

（ 图略 ） 展示 了 埃博拉

水稻和鱼类是如何共生的 ？ 

”

参赛学生普遍 回答出 水稻病毒爆发 的时 间和 地点规律 ，参赛学生受制 于英文理

和鱼互利生长 的表现 ，认识到两者和谐共生 ， 却只停留解 ，
对有效信息视而不见 、

见而不识
， 如主要国家 的英文

在描述现象表面 ， 未挖掘两者更 为本质的关系 ， 忽略 了名称 、
图例 、注释等 。 回答该类问题不仅需要参赛学生

这个共生 系统为其 内 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所做 出具备
一定 的英文功底 ， 也需要他们对全球热点 问题和地

的贡献 。理前沿内容有所了解 。

２ ． 地理知识储备 不足四 、 参赛建议

如针对问题
“

有学者猜测理查德构造是火 山喷发造１
．
地理基础知识的 巩 固 和拓展

成的 ， 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

”

参赛学生只根据材料 中
“

理综合题
一般不直接考查记忆性的基础 知识 ，但也不

查德构造中存在不少岩浆岩
”

就得 出该结构是 由 火山 喷会脱离对基础 知识的依赖 和考查 。 从参赛者的答题情

发导致 的结论 ， 忽 略了 地形平坦 、无火 山 口或堆积物等况来看 ，
基础 知识是制 约其答题表现的关键 因素 ，

也是

一

系列证据 ， 表现出 对地理基础 知识掌握的不足 。知识相互联系 、
迁移的重要基础 。

３ 
？ 地理知识的 分析 、迁移能 力 有待提高２ ． 提升快速 、 准 确 获取信息 的 能 力

如针对问题
“

请说明次生盐渍化产生 的原 因
”

， 参赛综合题的图 片和文字较多 ，参赛学生需在有限的 时

学生在 回答中普遍提到
“

不合理灌溉
”

这一人为原 因 ，但间 内 翻 阅大篇幅 的材料 ，快速提取相关有效信息 ，
这就

几乎没有学生答 出产生次生盐渍化的 自 然原因 ，导致得需要对地理现象或事件保持
一

定的敏锐度 ，这在平常 的

分不全 。 关于该土地退化现象产生 的 自 然原 因材料中学 习过程 中是可 以训练和提高 的 。 答题时阻碍参赛学

多处均有体现 ， 加上 自 身相关知识储备 ， 是可 以将产生生获取信息的另
一

大原因是英语水平 ，参赛学生可在赛

原因完 整进行分析的 。前进行专项 的英语学习 。

４ ． 缺乏地理专 业术语的精确表述３ ． 培养分析现 象 、迁移知识 的 能 力

如针对问题
“

图 ６ 中层层叠叠 的大耳朵轮廓线代表参赛学生应养成宏观和微观 、现象和本质双 向 思

什么 ？

”

参赛学生的答案五花八 门 ：

“

湖盆轮廓线
” “

罗布考的 习惯 ， 在脑海 中将相似的知识联系 起来 ， 找 到突破

泊 的面积变化
” “

不同 时期的盐分沉积区域
” “

不同时期口后再关注题 目 的特殊性 ， 力求实现知 识的有效迁移 。

的湖面位置
” “

不 同时期 的水位高 度
”

等 ，
而更为准 确和这既是一种 优 秀 的学 习 习 惯 ，

又是一种有 效 的答题

专业的表述应该是
“

与海岸线相类似的湖岸线
”

。 运用技巧 。

专业的学科术语来 回答问题 ，是重要 的地理素养和学科４
． 学 习 生活 中 的地理 ， 关 注社会热 点

基本功 ，这点不容忽视 。很多社会热点 和生活情境中都包含着地理的智慧 ，

＿ｐ
Ｆ在生活 中多留 心 、多学 习 ，

才能在竞赛中 出 奇繼 ， 体会
＊

醜龄＿无醜力 ｃ％

編 ＿５ ． 英语水平 阻碍 了 材料信 息 的脉 ° ：

部分综合题要求参赛学生掌握部分地理术语的英）ｗｆ＼

文表达
，
并进行简单的英译汉 ， 这本身 已经降低 了 对学

生英语水平的要求 。 虽然题 目 本 身难度不高 ，但因 为学漫 画 冰冷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