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思维是地理学习的重要思维方法，要求学

生从整体的角度，全面、系统、动态地分析和认识

地理环境，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由于核心素

养需通过学生在应对复杂现实情境时的外在表现加

以推断，因此，为培养学生综合思维，教师可依据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2017 年版）》，结合《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要求，改造、筛选具有真实性、
复杂性的情境材料，创设有利于训练类比迁移、系

统多维、依果析因思维能力的问题，提升学生综合

思维品质。

一、 类比迁移

乔纳森认为：“情境是利用一个熟悉的参考

物，帮助学习者将一个要探究的概念与熟悉的经验

联系起来，引导他们利用这些经验来解释、说明、
形成科学知识。”面对问题时，学生如果只是基于

原有的经验进行解决，能高效解决常规问题，却容

易在陌生的情境中碰壁。因此，要培养综合思维，

教师先要改造学生相对熟知的情境，或将具有学科

课程价值的案例与教材中的案例进行互补、替换、
重组和融合，构成新的情境，使问题与学生已有认

知结构中的经验发生联系，促使学生激活现有的经

验，觉察相似情境的共同原理，进而寻找解决问题

的路径，提升思维能力。
例 1 （改编自 2019 年高考 新 课 标 全 国Ⅱ卷）：

积云为常见的一类云， 其形成受下垫面影响强烈。

空气在对流过程中， 气流携带来自下垫面的水汽上

升， 温 度 不 断 下 降， 至 凝 结 温 度 时， 水 汽 凝 结 成

云。 水汽开始凝结的高度即为积云的云底高度。 据

此回答 1~2 题。

（1） 若下垫面温度决定水汽凝结的高度， 则东

山县 （地处福建东南沿海） 积云的云底高度高值多

出现在一年四季中的哪一季节？ 为什么？

（2） 正常情况下， 东山县冬天雨滴比夏天小很

多， 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例 1 的情境素材来自学生接触过的生活现象，

涉及的基本原理则来自教材，具有一定的生活情景

和知识背景的情境创设，能生动再现地理知识的自

然状态，有效训练学生在新情境中对知识较高层次

的理解和运用的思维能力。材料中，对流过程与教

材中的主干知识热力环流原理有关联性，影响积云

的云底高度因素及其出现时间与大气受热原理及气

温在对流层的垂直分布规律有关联性。因此，学生

不难运用教材原理，结合影响东山县的气温和降水

的特点，进行类比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 系统多维

一种地理事象往往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种地理要素的改变，往往会引起整个地理环境的

变化。能从多个地理要素的角度对特定现象进行分

析，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差异和规律，并给出地域性

解释，这是综合思维的外显。
在分析地理事象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对要素

进行单一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综合推理，这样才能得

出准确的结论，培养学生综合思维。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借助情境材料，引导学

生养成如下思维习惯：先对情境进行要素拆分，再

分析、理清单个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和规律；在此

基础上，对要素进行系统比较与分类，寻找要素间

的逻辑关系，总结相互影响的具体表现。
例 2 （2019 年高考北京卷）： 图 1 是中国某机

场空调耗能变化示意图。 读图 1 并分析该机场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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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的情境素材来源于真实的生产生活，要求

学生通过机场制冷、制热时间与强度的不同数据，

运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原理，分析、整合地形、气

候、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多种要素，对比不同地

区不同时间的空调制冷制热需求，这体现了要素综合

和时空综合的思维要求。而对制冷制热分布现象做出

合理的解释，则体现了地方综合的思维要求。学生通

过解答这一问题，可有效培养系统多维的综合思维。
教师先要指导学生结合图 1 及题干材料，对制

冷制热进行时段拆分，并与气温建立关联，得出结

论：该机场每年 4~11 月以制冷为主，说明该时段

气温高；11 月~次年 3 月以制热为主，说明该时段

气温低；每年制冷时间约 8 个月，且耗能远高于制

热耗能，说明该地夏季时间长，冬季时间短，可推

知该地位于亚热带。接着，教师可提示学生回忆中

国主要行政区的位置分布、中国气候的基本特点，

并将设问涉及的 4 个行政单位进行如下地域拆分：

一个位于东部季风区的北方，一个位于青藏高寒区，

两个位于东部季风区的南方。最后，教师再指导学

生通过逻辑推理、系统分析，得出结论。

三、 依果析因

差异性是地理学的重要思想，也是地理学区别

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由于教材提供的常常是经

典的案例，是原理能直观解释与表达的地理事象，

若教学中只使用教材的案例，学生会因缺乏在变式

情境中运用相关原理的学习机会，出现静态的、片

面的思维习惯，导致其不能灵活依据情境，依果析

因，发展综合思维能力。
因此，教师可选取用一般原理无法直观解释的

特殊地理事象创设问题，让学生在具有特异性的真

实情境中解决问题，训练学生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

和技能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从已知条件出

发推导结论，养成依果析因的思维习惯，多维度辨

析地理事象。
例 3 （改编自 2014 年高考安徽文综卷）： 鄱阳

湖地区夏季的风向、 降水等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脊位置变化的影响。 鄱阳湖汛期水位上升， 湖面辽

阔； 枯水期水位下降， 水流归槽成为 “赣江” （如

图 2b）。 图 2 中的沙岭沙山 （29.5°N 附近） 形成于 2
万年前， 由松散沙粒组成。 沙山临湖一侧发育了一

系列垄 （脊） 槽 （谷） 相间的地形。 读图回答问题：

所示地区为什么全年以偏北风为主， 且冬半年

风速较大？

该情境通过取自真实客观存在的具有特异性的

地理事物，要求学生从时空综合的角度思考问题，

并在特异性情境中科学地反思和验证自己的已有认

知，培养学生发现关键事实特征的能力。
学生根据教材知识可知，我国夏季盛行偏南

风，冬季盛行偏北风，而且纬度越低，受夏季风的

影响时间越长。图 2 所示地区位于长江以南、29.5°
N 附近，按常规推理，冬季盛行偏北风，由于受夏

季风影响的时间较长，夏半年应以偏南风为主，但

事实是全年以偏北风为主。这与学生平常学习所建

构的知识模型产生了矛盾。
教师提示学生根据题干给出的“夏季的风向、

降水等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位置变化的影响”
这一文字提示信息，明确了该地夏半年风向除受常

规的因素影响外，还需考虑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

位置变化的影响：正常年份，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脊在每年的 7~8 月，位于 30°N 以北地区，此时段

该地吹偏北风。学生再根据该地地处河谷，且河流

走向与冬季风向一致、两侧地势高推断，该地受狭

管效应影响，所以冬季风速较大。
注： 本文为福建省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课题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地理探究性智慧课堂关

键 问 题 的 实 践 研 究” （项 目 批 准 号： MJYK2019-
253） 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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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某机场空调耗能变化示意图

图 2 鄱阳湖沙岭沙山地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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