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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招聘中学地理教师的考试属选拔性质的考试。考试大纲体现了中学地理教师应具备的地
理学和地理教育学水平。大纲是招聘考试命题和应考人员备考的依据。编写的目的和任
务是使考试人员了解考试的内容，提供考生复习范围和备考人员应达到的专业水准及要
求，为选拔合格的中学地理教师提供依据。

二、 考试目标及要求

（一） 系统地理部分
在大学阶段系统地理部分主要学习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自然地理学
和人文地理学是高等院校地理科学专业主干课程，也是地理教师进行教学的专
业必修课。，
考试要求：自然地理学部分，要求掌握组成自然地理环境各子系统的物质组成、
分布特点和时空变化规律，认识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
建立保护自然资源，维护人地关系协调的观念，全面而系统地认识作为整体的
自然地理环境。形成全面而系统的人地关系思想，进而深入理解区域可持续发
展。人文地理学部分的要求，掌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
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满足中学有关人文地理内容的教学需要，并具备从事一般
科研和带领学生开展相关课外活动的能力。

（二） 区域地理部分
区域地理是初中地理教学的主要内容。在大学阶段区域地理部分主， 要学习
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两大部分。世界地理和中国地理是高师地理专业的必修主
干课程，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点。
考试要求：掌握世界和中国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特征，探讨各区域内自然地理与
人文地理现象的时空分布特征、运动规律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角度去揭示区域的人地关系。掌握全球、各地理地
区和主要国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区域地理基本知识，树立全球观念和可持
续发展的意识，学会区域分析和区域综合的研究方法，提高搜集、整理、运用
地理资料和地理文献的能力并掌握使用与绘制教学地图、地理图表的能力等。
满足中学有关区域地理内容的教学需要，并具备从事一般科研和带领学生开展
相关课外活动的能力。

（三） 地理教学论部分
地理教学论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方向主干课程，是地理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的
理论基础，指导教师更好地进行地理教学活动和研究。教学论要求结合地理新
课程改革灵活地掌握中学地理教材的分析处理方法；各类地理知识的教学设计、
课程设计；各类教学方法的应用；中学地理教学评价等。

三、 考试时间、形式与试卷结构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满分为 120 分。
2．考试时间： 150 分钟。，-
3．内容比例：自然地理、地图和人文地理部分约占 45%，区域地理部分约占 40%，教

法部分约占 15070，，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占 20%。
4．题型：试卷题型主要包括单项选择题、双项选择题、简答题、综合题。

四、 考查内容

考试范围主要是大学地理教育中涉及的有关中学地理教学的重要内容。具体的地理知识
有地图、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包括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区域可持
续发展）等内容；教学理论主要是高师地理教育专业地理教学论部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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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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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在日常生舌中使用地图的习
惯。
5．列举电子地图、遥感图像等在生产、生活中应用的实例。
（二）、自然地理
1.宇宙中的地球
(1)地球的形状、大小与运动。
(2)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地球是太阳系中—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3)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4)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5)地球的圈层结构及各圈层的主要特点。
2．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
(1)地壳物质循环。
(2)地表形态变化的内、外力因素。
(3)大气受热过程。
(4)全球气压带、风带的分布、移动规律及其对气候的影响。
(5)世界主要气候类型及分布。
(6)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
(7)锋面、低压、高压等天气系统的特点。
(8)水循环的过程和主要环节，水循环的地理意义。
(9)世界洋流分布规律，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3．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
(1)自然地理要素在地理环境形成和演变中的作用。
(2)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3)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4．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1)地表形态对聚落及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
(2)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3)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
（4)资源问题与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5)主要自然灾害的类型与分布。



(6)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
(7)防灾与减灾。

（三）人文地理

1．人口
(1)世界人口增长和分布的特点。
(2)人口数量对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3)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
(4)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5)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6)世界三大人种的特点及三大人种的主要分布地区。
(7)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主要分布地区。
(8)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主要分布地区。
2．聚落
(1)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2)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原因。
(3)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
(4)城市化的过程和特点，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5)地域文化对人口或城市的影响。
3．生产活动与地域联系
(1)农业区位因素，主要农业地域类型的特点及其形成条件。
(2)工业区位因素，工业地域的形成条件与发展特点。
(3)农业或工业生产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4)生产活动中地域联系的重要性和主要方式。
(5)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的变化对聚落空间形态和商业网点布局的影响。
(6)旅游资源的类型与分布。
(7)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
(8)旅游规划与旅游活动的设计。
(9)旅游与区域发展。
4．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1)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
(2)人类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3)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环境保护。
(4)环境污染与防治。
(5)环境管理。
(6)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协调入地关系的主要途径。
(7)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区域地理

1．世界地理
(1)世界海陆分布。
(2)海陆变迁。
(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
(4)七大洲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5)七大洲地形、气候、水系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6)世界主要地区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其首都。
(7)世界主要地区地势及地形特点，地形与当地人类活动的关系。
(8)世界主要地区气候的特点以及气候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9)世界某地区河流对城市分布的影响。
(10)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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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分布、生产、
出口等情况。
(11)世界某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富有地理特色的文化习俗。
(12)南、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和保护极地环境的重要性。
(13)世界主要国家地理位置、领土组成和首都。
(14)世界主要国家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
(15)世界主要国家根据自然条件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实例。
(16)高新技术产业对世界某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17)世界主要国家在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
(18)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线路分布的特点。
(19)世界主要国家的种族和人口（或民族、宗教、语言）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特点。
(20)自然环境对一个国家民俗的影响。
(21)世界乏寥要国家点云艮他国家间萄三经济、贸易、文化等力面的联系。
(22)不同地域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
(2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布特点、经济联系。
2．中国地理
(1)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
(2)中国的领土面积、邻国和濒临的海洋。
(3)中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单位、简称和行政中心。
(4)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及我國的人门国策。
(5)中国人口的分布特点。
(6)中国民族分布特征。
(7)中国地形、地势的主要特征。
(8)中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
(9)中国主要的河流，及外流河、内流河的分布特征。
(10)长江、黄河的主要水文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1)中国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及我国的土地国策。
(12)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的特点及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3)中国跨流域调水的必要性。
(14)中国农业分布特点，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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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中国工业分布特点，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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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中国铁路干线的分布格局。
(18)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
(19)中国地方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3．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
(1)评价某区域的位置、自然环境特点、人口、城市及产业结构和布局特点。
(2)区域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3)河流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4)区域内的主要地理差异。
(5)区际联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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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8)比较不同区域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差异。
(9)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4．区域可持续发展
(1)产业转移和资源跨区域调配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
(2)区域存在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及其产生的危害，以及有关的治理保护措施。
(3)流域开发的地理条件，开发建设的基本内容，综合治理的措施。
(4)区域农业生产的条件、布局特点、问题，农业持续发展的方法与途径。
(5)区域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6)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产生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五、参考书目

1．《高中地理课标教准》，山东教育出版社。
2．《初中地理课标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田连恕，王子昂编著： 《自然地理学（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4．陈慧琳主编：《人文地理学（第 2 版）》，科学出版社。
5．陈亚顰编著： 《现代地理教学论》，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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