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部分地市 2025届高中毕业班 4 月诊断性质量检测 

综合题 19答题情况分析 

【试题】19.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海南睑虎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喜恒温、高湿和避光环境，通常

生活在地表落叶层、石缝或岩穴内，海南岛(图11)中部是其集中分布区。2000-2020

年，海南睑虎种群数量锐减，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人工林扩张改变了天然林的树种

构成及林下环境所致。 

 

分析海南睑虎集中分布在海南岛中部的原因，并设计野外调查方案探究人工

林扩张与其栖息环境及种群数量变化的关系。(12 分) 

【参考答案】 

原因(4 分)： 

中部山地对湿润气流起抬升作用，空气湿度大；与四周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开发

程度较低，天然林保存较好，林下环境荫蔽。 

方案(8 分)： 

样地布设：选取天然林区（对照组）和人工林区（实验组）样地，并各设置 2

个以上重复样方。  

调查作业：观察、记录植被密度、优势种等植被指标；监测落叶层、石缝或岩穴

处气温、湿度和光照强度等环境指标的变化；寻找各样方内海南睑虎活动痕迹，

估算种群数量。  

结果分析：分析林下环境差异与海南睑虎种群数量的相关性。 

【评分细则】本题分两部分，其中“原因”部分 4 分，有 4 个得分点，每点 1

分，共 4 分。方案部分 8 分。 

原因部分： 

①中部山地对湿润气流起抬升作用(或答“中部地形抬升强”“中部多地形雨”,1

分)；空气湿度大(或答“可为海南睑虎的生存提供高湿环境”，1 分)。 

②与四周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开发程度较低(或答“人口密度较小”“人类活动

影响较小”“天然林破坏较少/保存较好”，1 分)；林下环境荫蔽(或答“可为海

南睑虎的生存提供避光环境”，1 分)。 



方案部分：分 4 档打分，A 档(7～8 分)，方案设计科学合理，可行性较强；探究

步骤清晰，调查内容完备；B 档(5～6 分)，C 档(3～4 分)，D 档(1～2 分)；未作答

或作答内容与题意不符的不得分。 
 

一、答题情况分析 

本题主要问题出现在方案部分，原因部分回答较好。但也出现少数同学基础不牢、信息

获取能力不足和地理逻辑表达欠佳等问题。 

（一）、典型错误 

1.原因部分： 

 

典型错误 1 地理基础不牢 

  

典型错误 2信息获取偏差

 

 

典型错误 3地理逻辑推理欠佳 

 

 

2.方案部分 

典型错误 1  不知如何下手，空白卷较多 

 

典型错误 2  审题出错，以为“关系”是作答的中心词 



 
 

 
  

典型错误 3 只有框架 没有具体内容 

 

典型错误 4  方案设计整体范式偏差 

 

 

 

二.存在问题 

1.审题、答题不仔细，回答角度偏差 

原因部分：出现“高温”、“高湿”混用； 

方案部分：不明题目要求，不写“方案”写“关系”。 

2.地理逻辑关系没有理清 

原因部分：大部分同学能从信息“该物种喜恒温、高湿和避光环境，通常生活在地表落

叶层、石缝或岩穴内，海南岛(图 11)中部是其集中分布区。”中提取答题方向，但在解释“恒

温”“高湿”“避光” 的原因时与“海南岛中部”这一区域特征出现矛盾的阐释，表明学

生在区域认知或要素综合方面存在短板。 

方案部分：部分同学没能理解“海南睑虎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野生”



二字，在方案中提及“捕捉”“养殖”海南睑虎投放于“人工林”“天然林”中，观察其数

量变化，以此判断“人工林扩张与其栖息环境及种群数量变化的关系”。  

3.学生答题规范性不足。尤其是方案设计缺乏应有的基本范式。 

三. 优秀答案 

 

 

 

四．教学建议 

1.引导学生有效提取材料、题干设问中的关键信息。 

在分析材料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从中挑选出关键的、有用的信息，并进行有效的整

理与总结。审读设问时，要引导学生进行句式结构分析，明确答题方向，尤其是长句更要慢

审、悟透题意。从本题“分析海南睑虎集中分布在海南岛中部的原因，并设计野外调查方案

探究人工林扩张与其栖息环境及种群数量变化的关系。”来看，除方案设计不来的同学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从“原因”“关系”“方案”三个方面的回答问题。 

2.强化对题干设问多角度对比思考，领悟答题角度。 

    如“分析海南睑虎集中分布在海南岛中部的原因”，可以对比“集中分布”与“分散分

布”、“海南中部”与“海南沿海”环境差异，回答更集中指向“恒温”“高湿”“避光” 

“生活在┅┅”的原因分析。解读“并设计野外调查方案探究人工林扩张与其栖息环境及

种群数量变化的关系。”可以进行如下追问：“行为动词是什么？”“设计什么？”、“设

计什么类型的方案？”、“方案的书写格式怎样？”、“设计什么内容的野外调查方案？”、

“探究哪些关系？”、“这些关系怎么探究？” 

3.关注地理实践力试题，并做适当教学提升 

自 2024 年福建高考地理试题大幅增加地理实践力类型试题考查，这符合新课改和新高

考的要求，教师在后期复习时有必要对地理实践力类型的试题做收集、整理、归纳。建议：

一是认真研究课程标准必修和选择性必修中【教学提示】中提到“注重运用现代地理信息技

术、模拟实验、野外考察等方法，提高学生解释地理事物和现象与认识自然环境的能力。”

相关的教学内容。二是补充学习【选修 9 地理野外实习】课程标准“9.10 学会撰写野外考

察报告并进行汇报交流。”相关内容。三是归纳地理观测、地理实验、地理社会调查和地理

野外考察等地理实践力相关知识的考查，本质是在考“如何做事”，因此可做如下归纳： 

做事情的基本流程 

1.做什么事情——明确任务 

2.怎么做事情——做事情的步骤、方法及具体内容。重点思考与完成任务内在关系，为



什么这么做能更有助于获得精确的结果？ 

（1）选择时间、地点； 

（2）选择工具设备或技术手段； 

（3）采用方法：实验法、调查法、访谈法、文献法、观测法等； 

（4）步骤：前期准备、实施开展、验证假设； 

（5）调查研究的具体要素或内容：气候、植被、土壤等； 

（6）安全保障：后勤生活工作保障物品、人员、资金、救援辅助、车辆； 

3.事情做得怎样——得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