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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地理全国Ⅰ卷选修试题评析



43. [ 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10 分)
景泰蓝制作是北京市地方传统技艺,已入选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北京市某企业依托其景泰蓝艺
术博物馆、景泰蓝制作技艺互动体验中心以及工厂店,在
夏秋季节每周五、周六17时至22时,举办“景泰蓝文化体
验之夜”活动,吸引众多的市民与游客前来观光和互动。

简述举办“景泰蓝文化体验之夜”活动的旅游价值。



43. [ 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10 分)
景泰蓝制作是北京市地方传统技艺,已入选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北京市某企业依托其景泰蓝
艺术博物馆、景泰蓝制作技艺互动体验中心以及工厂店,
在夏秋季节每周五、周六17时至22时,举办“景泰蓝文
化体验之夜”活动,吸引众多的市民与游客前来观光和
互动。

简述举办“景泰蓝文化体验之夜”活动的旅游价值。

【试题情境】本题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的体验活动为背景，引
导学生深入了解、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充分
体现新高考评价体系中“立德树人”的核心思想。
【必备知识】
旅游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要从自然、社会、经济等三个方面来回答。
【关键能力】
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能力
描述和阐述地理事物的能力



43. [ 地理———选修 3:旅游地理] (10 分)
景泰蓝制作是北京市地方传统技艺,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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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季节每周五、周六17时至22时,举办“景泰蓝文化体验之夜”活动,吸引众多的市
民与游客前来观光和互动。

简述举办“景泰蓝文化体验之夜”活动的旅游价值。

【学科素养】
综合思维：本题需在区域认知的基础上，从要素综合的角度分析举办“景泰蓝文
化体验之夜”活动对区域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
区域认知：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多、游客众多，
旅游市场庞大，举办特色旅游活动，参与的游客多，影响面广。
【题眼】

本题的题眼是旅游活动对旅游环境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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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心以及工厂店,在夏秋季节每周五、周六17时至22时,举办“景泰蓝
文化体验之夜”活动,吸引众多的市民与游客前来观光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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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
1. 对“旅游活动带来的旅游价值”

的理解

价值

旅游价值

游览价值

积极影响

意义、益处、效益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2018·课标全国Ⅰ，36)
俄罗斯是世界重要的天然气开采和出口国。2017年12月8日，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正式投产。该项目集天然气勘探开采、液化、运输、销售于一体，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实施的首个
海外特大型项目。俄罗斯为该项目配建了港口。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该项目采用模块化施工方式，即将生产
线和相关建筑设计成一系列的模块，由全球多地工厂制造，然后运至项目施工现场拼装。模块体积大，重量大，
最大的模块重量与艾菲尔铁塔相当。该项目以中国、日本等亚洲太平洋沿岸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中方企业全
方位参与设计和建造，数十家企业承揽了85%模块的建筑。该项目超过60%的模块和零部件经白令海峡—北冰洋
航线运至项目施工地。下图示意该项目的位置。

(1)简述俄罗斯配建港口对该项目及周边区域发展的经济价值。
(2)说明采用模块化施工方式对该项目建设的益处。

(1)对本项目的经济价值：(该项目)运输量巨大，保
证该项目建设和运营，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
收益。
对周边区域发展的经济价值：为俄罗斯北冰洋沿岸
地区及北冰洋上的经济活动提供基地；促进鄂毕河
沿岸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为鄂毕河出海航运提供
中转服务。
(2)(该项目)工程量巨大，设计成不同模块，可以由
不同地区的工厂同时生产，缩短工期；模块运至现
场拼装，减少现场(恶劣自然条件下)施工的时间和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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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地理——选修3：旅游地理]（10分）
越后妻有地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冬季多大雪。由于
地处偏远，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大都市，人口老
龄化日益严重，乡村日渐衰败。为改变这一状况，该地区
于2000年开始举办“大地艺术祭”活动。该活动以弃耕的农田、
闲置的农舍和校舍以及山地为舞台，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展
现当地传统文化。该活动使越后妻有地区逐渐成为日本知
名的旅游地。图8为永久保留的“大地艺术祭”经典作品——
《梯田》。
指出越后妻有地区举办“大地艺术祭”活动的旅游价值，
并说明能够永久保留在田野上的艺术作品的特点。

答：旅游价值：（“大地艺术祭”以弃耕的农田、闲置的农舍和校舍以及山地为舞台）展现人与自然和谐之
美，具有审美价值。充分反映当地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价值。
特点：艺术作品主题与“大地艺术祭”主题高度契合；艺术作品的制作结构和材质牢固，不易被冬季大雪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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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维建模 答案：
➢ 通过延长旅游活动时间,充分挖掘旅游项目

与旅游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加旅游业收入;
➢ 带动交通、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丰富市民与游客的
夜间文化生活;

➢ 增强市民与游客对景泰蓝技艺的了解,有利
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 景泰蓝技艺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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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启示】
1.知识建构
2.概念辨析
3.一题多问
4.传统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5.旅游新业态



43.【地理—选修3：旅游地理】（10分）（2018泉州模拟套题）
近年来，以演出业、娱乐业、传媒业、设计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壮大，以文化创意

与旅游业融合形成的新型文化旅游业，逐渐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旅游景区规划、旅游产品与线路开发、旅
游品牌节庆策划、旅游市场推广、旅游商品开发等都需要借助文化创意来实现。在政策和技术的支持下，在
传统旅游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也加快了文创旅游开发的脚步。

说明故宫发展文创旅游的方向及对故宫旅游的积极影响。

方向：

开发与故宫相关的创意产品；拍摄故宫相关影视产品及推广；利用信息技术增
加游客的体验方式与旅游管理；设计故宫主题旅游节活动；.

影响：

丰富故宫旅游产品和提升旅游产品档次；增强游客对故宫旅游资源的体验；提
高故宫旅游的收入；有助故宫旅游品牌形象的推广；



43.【地理—选修3：旅游地理】（10分）（2020泉州一模）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以VR（虚拟现实）为呈现形式的线上“云端旅游”应运而生。“全景故宫”借

助VR技术，360°无死角的画面呈现出景区完整风貌，游客可自主选择不同场景，实现三维场景效果，真

实立体，互动牵引。而通过实景直播、专业讲解等多种媒介，可以更详细地介绍各种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带给观众全新的旅游体验。
与传统旅游方式相比，说明发展“云端旅游”对故宫旅游资源和市场的积极影响。



44. [ 地理———选修 6:环境保护] (10 分)
高原鼠兔多穴居于植被低矮的高山草甸地区,因啃食植
物曾被看作是引起高山草甸退化的有害动物而被大量灭
杀。 土壤全氮含量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通常
土壤肥力越高,植被生长越好,生态系统抗退化能力越强。
图 8 示意青藏高原某典型区域高原鼠兔有效洞口(有鼠
兔活动)密度与土壤全氮含量的关系。
分析高原鼠兔密度对高山草甸退化的影响,并提出防控

高原鼠兔的策略。

合适的高原鼠兔密度,能够维系土壤肥力,促进高山草甸生
长,使之不易退化;密度过大时,大量啃食植被,土壤肥力下降,
引起高山草甸退化;密度过小时,高原鼠兔对维持高山草甸
的氮循环贡献小,土壤肥力较低,高山草甸易退化。
把高原鼠兔数量( 密度) 控制在合适范围之内,而不是全面
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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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试题情境】
本题以探索高原鼠兔密度对高山草甸退化的影响为

情境，属于学习探索情境。本题以高原的鼠兔密度对
高山草甸退化的影响为背景，通过探究鼠兔密度、土
壤全氮含量、土壤肥力、植被生长、生态系统抗退化
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统计图，分析高原鼠兔
密度对高山草甸退化的影响,并提出防控高原鼠兔的策
略，考查了生态平衡的相关知识，侧重要素综合分析，
引导考生从辨证的角度分析问题，引导描述、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体现了高考命题的基础性、应用性、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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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鼠兔多穴居于植被低矮的高山草甸地区,因啃食植物曾被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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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通常土壤肥力越高,植被生长越好,生态系统
抗退化能力越强。 图 8 示意青藏高原某典型区域高原鼠兔有效洞口
(有鼠兔活动)密度与土壤全氮含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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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必备知识】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土壤是相关知识
【关键能力】
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能力：
从文字信息可知：鼠兔密度、土壤全氮含量、土壤肥力、植被生长、生态系统抗退化能力之间存在环环相扣

的密切联系；从统计图中可知：合适的高原鼠兔密度,能够维系土壤肥力,促进高山草甸生长,使之不易退化;而过
高或过低的高原鼠兔密度,都不利于高山草甸生态系统的维护。

描述和阐述地理事物的能力：
在厘清高原鼠兔密度和高山草甸生态系统抗退化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后，本题要求根据统计图描述高原鼠兔

密度和高山草甸生态系统抗退化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考生用规范的学科术语来表达，对地理事物的描述
和阐述能力要求较高。



44. [ 地理———选修 6:环境保护]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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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草甸退化的有害动物而被大量灭杀。 土壤全氮含量是衡量土壤肥力
的重要指标。 通常土壤肥力越高,植被生长越好,生态系统抗退化能力越
强。 图 8 示意青藏高原某典型区域高原鼠兔有效洞口(有鼠兔活动)密度
与土壤全氮含量的关系。
分析高原鼠兔密度对高山草甸退化的影响,并提出防控高原鼠兔的策略。

【学科素养】
综合思维：从地理要素角度综合分析高原鼠兔密度和高山草甸生态系统抗退化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自

然地理环境中植被、土壤、动物、地形、气候等各要素的相互关系。
人地协调：生态系统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和平衡能力，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干预要有一定的限度，要学会辨证的

看待问题，树立人地协调观。
【题眼】
分析高原鼠兔密度对高山草甸退化的影响,并提出防控高原鼠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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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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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抗
退化能力

合适的高原鼠兔密度,能够维系土壤肥力,促进高山草甸生长,使之不易退化;密度过大时,大量啃食植被,土壤肥力下
降,引起高山草甸退化;密度过小时,高原鼠兔对维持高山草甸的氮循环贡献小,土壤肥力较低,高山草甸易退化。
把高原鼠兔数量( 密度) 控制在合适范围之内,而不是全面灭杀。



《环境保护》【备考启示】

1. 整合教材，优化内容结构
教材内容的重复
案例、内容老化
不同版本教材内容差异

2.与时俱进，创新教学内容
将全新的环保理念和时事热点问题融入教学。
将新课程标准要求融入教学

3.转变理念，加强题型训练
4. 研究试题，提高训练效度。
环境保护与必修、区域地理融合进行考查。
注重创设与学习、生活、学科发展密切联系的情境
着重考查考生的地理学习能力和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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