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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试题中谈尺度思想在“大气环流与气候”
教学中的应用

谢钰倩　彭　鹏

（湖南师范大学二里半校区，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尺度思想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中提出，“地理学者以不同的尺度来界定区域，从本地和国家

一直到大洲和全球。对全球系统内各个系统地结构和的认识，有助于形成对区域和国家的认同和国际观点。”[1] 强调地理教育利用尺度

帮助学生认识地理事象的重要性，对各国地理课程标准的制定产生深刻影响。我国《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把区域认

知作为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指出在认识区域时需“将其划分为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区域加以认识。”[2] 除此之外，尺度思想中的

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也要求根据不同的时空组合条件，既能综合的认识地理事象又动态的掌握地理事象发展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

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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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思想指的是地理事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量度，或研究地

理事象时所采用的空间和时间单位，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具

有尺度属性。由于近 5 年全国课表卷中对“地球上的大气”这一

专题的考查相对较多，每年占大约 20 个分值。该专题中包含很多

尺度思想，借助相关地理试题能更加直观有效体现和培养地理思

维，体现该思想对教学的指示作用。所以本文以“大气环流与气候”

这一知识点为主题，以地理试题为载体，分析和探讨尺度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学启示。

一、大气环流及气候与尺度思想的关系

地球上的大气专题中包含的知识点较多，本文主要根据大气

环流与气候相关知识为切入点，讨论尺度思想。

大气环流和气候主要包括大气环流、天气和气候三个组成部

分。

大气环流：由热力环流、三圈环流、季风环流组成。热力环

流重点在于大气受热过程；三圈环流的影响因素为太阳辐射、地

球自转，表现为七带六风；季风环流的影响因素为气压带风带季

节性移动、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如大陆东岸的季风气候。

天气：由气团、锋面系统、气压系统、锋面气旋组成。

气候：影响因素有纬度位置、大气环流、海陆位置、地形地势、

人类活动。

在大气环流中，单圈热力环流跟三圈环流以及季风环流所表

示的范围具有差异，表示的距离范围可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几千公

里，形成了地方性风系到全球性风系以及局部风系，从而适用的

尺度不尽相同。

单圈热力环流：小尺度区域；如山谷风、海陆风、城市风

三圈环流：大尺度区域，如 0°赤道低气压带，30°副热带

高气压带，60°副极地低气压带 90°，极低高气压带 0° ~30°，

低纬信风带 30° ~60°，中纬西风带，60° ~90°极低东风带

季风环流：中尺度区域，如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气候的两大要素是气温和降水，一个地方气候的形成是太阳

辐射、大气环流、海陆分布、地形、洋流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综合

影响的结果。根据因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可对影响因素进行强度

的梯队划分。

第一梯队：维度位置和大气环流——大尺度区域

第二梯队：海陆分布、地形和洋流等下垫面性质——中小尺

度区域

第三梯队：人类活动——小尺度区域

天气是指某一个地方距离地表较近的大气层在短时间内的具

体状态，而气候是指大气长期稳定的平均状态。天气与气候之间

就蕴含着时间尺度的内涵。天气属于小时间尺度状态，时间短且

多变不稳定，而气候则一种属于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前者

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总结和概括。

二、尺度思想在地理试题中的体现

（一）地理试题与尺度划分

尺度划分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空间尺度较大或时间尺度

较长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划分为若干大小不同的空间或长短不一的

时间的过程。

例 1.2018 年全国卷Ⅱ第 7 题

恩克斯堡岛是考察南极冰盖雪被、陆缘冰及海冰的理想之地。

2017 年 2 月 7 日，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徐徐升起，我国第五

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选址奠基仪式正式举行。

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迎风飘扬。推测红旗常年飘扬的主

要方向是（　　）

A. 东北方向  B. 西南方向

C. 东南方向  D. 西北方向

参考答案：D

例 2.2018 年安徽合肥二模第 10 题

恩克斯堡岛位于南极洲罗斯海西岸，该岛岩石裸露，独有超强、

超干、超冷的风。2018 年 1 月 16 日，中国第 34 次南极科考队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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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南极洲恩克斯堡岛，开始建设中国的第五座南极科考站。下图

为恩克斯堡岛附近卫星遥感影像。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恩克斯堡岛主导风向及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分别是（　　）

A. 东北风地形和地砖偏向力

B. 东南风气压带分布和地砖偏向力

C. 西南风气压带分布和地形

D. 西北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和地形

参考答案：D

这两题皆定位于恩克斯堡岛，并且都考察的是该地的盛行风向，

但是答案却明显不同。乍看之下，两个题目的解析似有矛盾，两个

题目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它们对该区域进行划分后选择的尺度不同，

导致结果不同。例 1 的比例尺较小，给予的地理范围较大即空间尺

度大，考虑该地吹什么风，应选择的是大尺度三圈环流中的极地东

风带。而例 2 的比例尺较大，对应的地理范围较小所以空间尺度小，

且地理要素较多，还包含气候影响因素的第二梯队中的山地和海洋

等，所以在考虑风向时，不能单一凭借三圈环流判定。

（二）地理试题与尺度效应

尺度效应是指当改变尺度观察地理事物和分析地理问题时结

果随之发生变化的现象。并非把握好划分标准，抓住最优尺度，

就能找到认识地理事物的最佳角度。因为尺度不同，所解释的视

角和关注的方面不同，获得结论的普适性和概括程度也不同。可见，

大尺度是研究小尺度地理事象的背景，但小尺度反过来也会逐渐

影响和改变大尺度，在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是，还应具备长远眼光，

考虑小尺度上地理事象对大背景的影响作用。

通过改变尺度可以全面地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与解决地理问

题。若对某区域气候特征的研究只涉及小尺度层面，将会一叶障

目，被局部现象所迷惑，难以窥见泰山之美。若仅讨论大尺度研究，

强调整体面貌而忽视局部细节，就如素描时，描绘了外轮廓线，

物体只具备外部线条，有了“形”，而内轮廓线即结构线才使物

体有了“神”，二者本是互为依存的，需结合起来。

例 . 茶树为常绿阔叶树，主要分布在气候湿热的热带、亚热

带的山地、丘陵地区，而位于 44° N 附近的俄罗斯索契栽培茶树

有数百年历史，分析索契适宜茶树生长的水热条件的成因。

背山面海，位于西风带黑海蒸发的水汽随盛行风遇山地抬升，

云多雨丰（多地形雨）。纬度约 44° N，夏季气温高。冬季山脉

阻挡北面冷空气侵袭，且黑海海面水温较高（对气温调节作用较

强，气温较高）。

在此题中，根据经纬线信息，所以从适用于较大尺度的纬度

位置，但仅从大尺度分析是不能完整的表达茶树在此地生长的有

利条件，还需考虑较小尺度的海陆位置和等高线带来的影响。所

以即使给出的范围是小尺度地区，在思考时也应适时放大或缩小

区域，综合考虑各尺度对认识地理事象和解释地理事物的影响。

三、教学启示

（一）重视该思想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建立尺度体系

教师应自觉学习和培养尺度思想，掌握尺度思想的相关理论。

同时学会把教学内容框架与尺度思想相融合，有效整合，服务于

课堂。例如，要想在“大气环流与气候”小专题中渗透尺度思想，

可以先描绘该专题的知识体系，并将尺度的划分标准融入其中，

明白哪部分知识最容易与尺度结合起来考察。若是将地理事物和

现象根据时空大小不同，分为大中小尺度，可以遵循从微观到宏

观再到微观的原则，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小尺度区域，从单圈热力

环流开始，弄清基本原理，接着以大尺度区域作为宏观载体对基

本原理进行解释和归纳，熟练掌握一般规律，最后再创设富有特

色和个性的中小尺度区域为具体载体，在一般规律的大背景下，

分析和探究特殊规律。在构建好逻辑框架的基础上，改变空间尺

度的大小，把握地理过程，关注过程的变化，进行时空视角转换，

帮助学生形成选择最优尺度，综合各种尺度的影响和理解不同时

空尺度上的地理事象相关影响关系的能力。由点到面再到点，让

学生建立缜密的思维逻辑，提高地理思维的条理性，增加地理时

空格局觉察能力，因果分析和推理能力。

（二）利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帮助学生学习尺度思想

在教学的展开过程中，教师可在有条件情况下采用不同教学

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尺度思想。例如，采用案例教学，问题式教学，

主题式教学，灵活运用教材中的活动。进行一次专题授课，学生

既能直观认识尺度的重要性，又能集中训练思维方式，有些章节

中尺度思想十分明显，如“荒漠化的危害与治理”就要求学生能

灵活运用不同时空尺度来掌握荒漠化的相关知识，教师可据此有

针对性进行教学设计，通过一堂课进行针对性强化。问题式教学

的重点在于问题链的科学合理，注意时空尺度的顺序，从小尺度

演化到大尺度以及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的耦合。还可借助许多教

学辅助手段，嵌套图可适时改变尺度大小来认识尺度效应思想，

全面整体分析地理事物。对照图能清晰地让学生明了不同时空尺

度之间的差异。计算机辅助地理教学可以演绎地理过程，既能凸

显是时间尺度特点，也能展示大尺度和小尺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关

系。教师还可借助地理试题，尤其像高考地理试题，与其大量做

题不如抽出时间认真研究有价值，经过编题者精雕细琢的题目，

学会与试题制作者“对话”，精挑细选出优秀的试题来磨炼学生，

帮助学生学会从图文中获取信息的能力，找准哪些信息是描述位

置，哪些是地形，哪些是气候。位置中既要注重相对位置，又要

考虑到绝对位置。

四、结语

总之，建立尺度思想的思维导图，掌握尺度划分的标准，能

将尺度划分为大中小尺度，有目的地进行尺度选择，通过解尺度

的透镜，观察、认识地理事象，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对于学生

掌握这些技能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因此教学研究、教学实践以

及检验教学结果过程中渗透尺度思想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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