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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的重要特点是图文结合，地图是地理学科的

第二语言。结合近几年高考试题，每个题组都有各种类型的

图形图表。地理图表在各地地理高考试题中均占据重要比

重和分值。如何从众多的文字及各类图形图表资料中快速

地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从而顺利地调动所学知识，准确地

解题，这是高中生在地理学习中面临的难题，也是高中地理

教师在教学中要努力帮助学生解决的问题。

所谓地理信息，即地理试卷中的文字资料、图表、各种

数据、画面、符号等。按特点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地理文字信

息、地理图像信息和地理表格信息。高中地理教师在教学

中，要针对不同的地理信息，找出不同的获取方法，从而综

合提高学生地理信息获取和解读的能力。

1文字材料信息的获取

文字材料是常见的地理信息呈现形式。文字通常是对

某一典型事物与现象的描述。在阅读文字材料时，要注意文

字材料中是否有关于下列内容的描述。

1.1时间、地点的描述

文字材料中关于时间的描述，如日期、季节等，通常是

我们判断某个地区或某种气候的重要依据。要注意把时间

与天气、气候特征的描述相结合。如下列一段文字材料。

王教授在日记中写道：“早晨出门，天昏暗。强劲的东风

刺骨般寒冷，气温在零下 40℃以下。这季节，在我的家乡江

南丘陵，乡亲们正忙着收割早稻了。”

这段材料中有关于时间的具体描述。如“早晨”、天气特

征是“天昏暗”“气温在零下 40℃以下”。把时间和天气特征

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晨，天昏

暗，可能是极夜现象，气在 40℃以下。该地区为南极地区。

材料关于地点的描述，如“江南丘陵”、“收割早稻”。根据这

些信息，我们可以判断王教授家乡的气候是亚热带季风气

候，农业地域类型为水稻种植业。

1.2自然要素及人类活动的描述

文字材料有时会呈现一些关于人类活动或人文事物的

描述，如农业活动及农作物、工业生产及产品、交通运输、民

俗节日等。如下列材料。

田晓在《我的家乡》中写：“四月的早晨，广阔低平的田

野一望无尽，船儿在密如蛛网的河流中穿梭，田里绿油油的

稻秧，迎风起舞。田边的采桑姑娘欢歌笑语，池中的鱼儿不

时跃出水面，塘边上蔗苗茁壮，果树花香。”

材料关于自然要素的描述，如“广阔低平的田野”、“密

如蛛网的河流”，我们可以获取的地形信息是平原地区。材

料中关于人类活动和人文地理事物的描述，如“船”、“稻

田”、“采桑”、“鱼塘”、“蔗苗”、“果树”等。可以判断该地区种

植水稻，是我国南方地区，地势低平。有甘蔗、果树和鱼塘，

应该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综上所述，文字信息材料，要注意文字中可能出现的地

点、时间、从而可能推断出当地的气候，再由气候推断出该

地的农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再结合有关地点的描述判断当

地的主要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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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快速、全面、准确地从所给的材料中提取有关的地理信息，是解决各类材料问题的关键。教会学生获取和解

读地理信息，是教师在教学中要达到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几种材料为例，对获取地理信息的方法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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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信息的类型

按载体呈现方式分为：

2.1文字信息。这是任何信息最基本的呈现方式，除了

纯粹的文字材料还有地图附带的说明和题目的限定材料等

等。这些文字材料是解题基础，有时还蕴含了考查意图、内

容和方法。

2.2图像信息。地图是地理学科特有的信息，它的信息

承载量最多最丰富。

2.3表格信息。是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地理数据及资料属

性、类别和单位等信息。

地理信息按性质可以分为：

⑴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直观表示的是显性信息，需要

调动原有知识储备才能得出的属隐性信息。

（2）有效信息和干扰信息。通过试题的分析，最大限度

地发现信息，结合题干和题枝判断信息的有效和重要程度，

合理排除干扰项，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

3表格数据材料信息的获取

3.1要认真观察表格的名称、结构

表格的名称通常告诉我们表格数据要反映的地理事

物。表格的结构一般反映地理事物的类型、数量等。

3.2分行、分列阅读图中的数据

同一行内或同一列内的数据一般反映某一地理事物的

时间发展方向、数量变化、内部结构等。不同列或不同行的

数据一般表示不同类的地理事物。一般反映不同地理事物

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及存在的差异。

4统计图信息的提取

地理统计图是根据地理数据资料绘制成的直观图形，

是反映地理事物的时空变化过程和地理信息量化处理的一

种形式。一般统计图都要读取下列信息。

4.1读图名和图例

在读图时，首先要通过图名了解统计图要表达的地理

事物，然后注意图例的含义，进一步了解统计图的构成和表

达方式。

4.2读坐标和数据

要注意观察坐标轴的数量、坐标的数据特征、变化方向

和范围。一定要注意数值的单位和数据的大小变化趋势等。

4.3分析表达

对统计图的各个要素进行比较分析，用文字概括其内

在联系或分布变化规律。

5地理表格信息的获取

地理表格一般以多行多列形式，展示地理事物的类别

― ―和数量关系。读地理表格时，要做到三看 看图名、看图

边、看图中，即先要注意看表格名称，了解该表格表示的主

体内容；其次要看表格的内部构成，要注意表格的表头分别

表示什么事物；最后看表格中的具体数据，要注意根据题目

设问比较同一行或者同一列的数据，一般需要找出该类别

数据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再结合课本对相关知识的描述，

调用知识储备，依次判定类别。

知识是能力的基础，知识是能力的载体。无论哪一种地

理信息的获取都是建立在知识储备基础上的。作为高中地

理教师，想要学生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需要教师课前备课

充分；上课时让学生逐渐完成构建知识网络的过程，同时多

引导学生阅读课本图形信息，掌握信息获取的方法，举一反

三，提高课堂效率；课下，再选取典型题目让学生精练，学以

致用，加强地理迁移能力的培养。

6其他地图信息的提取

6.1仅有海陆、山河轮廓的区域综合性地图

如果图中呈现某地区的经纬网、海陆轮廓、山脉和河流

走向、城市与港口分布等。首先要注意图中的经纬网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对该地区进行地理定位。还要注意图中的海

陆轮廓、山脉和河流走向、城市与港口分布等，可以更加明

确地辅助经纬网进行定位。

6.2某种关联图、景观图

景观图的读取要抓住景观中能反映区域地理特征的重

要信息，例如，工农业生产、城市建筑、宗教习俗等人文信

息，或植被、河流、地貌、土壤、等自然景观信息。在读取信息

时要注意，每个图像通常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会有相对独立

的信息，一般不可以混用。某种地理事物和其他地理事物的

关联性一般表现为某种关系，如因果关系、并列关系、递进

关系或基础关系等。如“毁林开荒”和“水土流失”是因果关

系；“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是基础关系等。

在我们解题时，通常见到的大多不是单独的某一种信

息题，所以要各种方法综合使用，例如文字信息和地图信息

综合使用，数字信息和地图信息综合使用等，方法要灵活。

结束语

地理高考四大能力要求包括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

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以及论

证和探究问题的能力。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能力是高考说

明对文科综合能力测试明确规定的基本考核目标和要求，

也是实现其他几种能力的前提。地理图表是地理学科的主

要特色，从图表中获取和解读信息是地理学科的基本素养，

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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