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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全国卷） 

全国卷小论文题专项指导与训练 

七、图表信息提取类 

一、解题步骤及方法 

图表是形象化的语言，直观简明，信息量密集，能综合考查考生捕捉信息，分析解释信息，并作出评

价等诸多能力。图表类型众多，表格、图片、折线图、曲线图、柱形图和饼状图是最常见的类型。 

对图表信息类试题的解答，一是要注意判断表格由哪些历史事物构成；二是要注意表格中各组成部分

的关系；三是要注意表格中各组成部分数量的变化，进而通过其相互关系，判断表格所反映历史事物的变

化原因、表现特征及其影响等，获取历史信息。 

二、高考真题及解题示范 

1．（2015·新课标全国全国Ⅱ卷·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表 2   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一览表 

 

表 2能够反映我国节假日变化的多种趋势。指出其中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解析】根据表格，可以分为宏观上、微观上（具体到每个要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如下： 

一审设问，明确答题方向。“指出其中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二读表格（标题、项目、数字等），分析变化趋势。1995年后增加星期六为法定假日（形成双休日）；

2000年劳动节、国庆节法定假期增多； 2008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日的； 

三联系所学，多角度分析。与 1950年比较，1995年—2008年，法定假日总天数从少到多，小长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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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增多，成为法定假日的传统节日种类增多等，这与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迅

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休闲娱乐需求增加等有关。 

【答案】 

示例：趋势：改革开放后法定假日总天数从少到多。（4分） 

原因：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休闲娱乐需求增加；增加假日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政府更加注重民生。（8分） 

（“示例”只作阅卷参考，不作为唯一标准答案。） 

2．（2017·新课标全国全国Ⅱ卷·42）（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表 1  钟表的演变 

古代 日晷被称为“最早的钟表”，是古代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 

中世纪末期 机械钟在西欧流行，最初的机械钟只有时和刻。 

近代早期 

在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游丝，钟的精确度提高，制造

出怀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钟表价格昂贵，属于奢侈品。 

1850 年前后 英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拥有了钟表。 

20 世纪初 

原为女性装饰品的手表逐渐为男性所接受，在户外运动、驾驶汽车

时都可佩戴。 

20 世纪 50 年代 

根据原子物理学原理制造出原子钟，精度可以达到每 100 万年误差

1 秒。 

21 世纪初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功

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据（英）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等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

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解析】本题以钟表的时代变化为切入点，考查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注意严格按照题目能力要

求回答。首先，提取信息；第二，拟定论题；第三，进行阐述。拟定论题：字数一般不超过 15个字，

以 10个字左右为佳；建议采用陈述句；言简意赅，主题突出者为上。 

【答案】 

示例 1  论题：科技进步推动钟表精度提高 

阐述：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科技落后，日晷是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中世纪时机械钟在西欧

流行，只有时和刻，但不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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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科技的产生，实验与数学相结合，在伽利略研究的基础上，制造出怀表，其精确度提高。

科技革命的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人们时间观念增强，特别是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

技革命的发展，根据原子物理学制造出原子钟，其精度更高。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

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功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总之，科技的进步推动钟表精度不继提高，钟表精度提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科技的进步。 

示例 2  论题：科技进步推动钟表的普及使用 

阐述：古代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日晷是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但日晷计时一般由政府

控制。近代科技的产生，在伽利略研究的基础上，制造出怀表，但当时钟表价格昂贵，属于奢侈品，

钟表还不能普及使用。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时间观念的增强，1850 年前后，

英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拥有了钟表，钟表得到了普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经济的进步，

20世纪初，原为女性装饰品的手表逐渐为男性所接受，随时都可佩戴。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21

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种功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总之，科技进步推动钟表的普及使用，而钟表的普及使用反映了不同时代科技的进步。 

示例 3  论题：科技的发展推动钟表功能的多样化。 

阐述：①钟表最早的功能就是计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钟表的功能逐渐多样化。 

②从伽利略时代力学物理学取得的成就，到原子物理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均推动了钟表功能的多样。 

③从简单的计时到成为装饰品，一直到具有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功能，反映了在科技

影响下钟表功能的变化。 

综上所述：钟表的演变是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的结果，科技的发展推动钟表功能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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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类型及强化训练 

（一）图片表格类 

1．(2017·广东湛江二模·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晚清名人分类统计表 

类属 

区域 
政治 军事 实业 学术 艺术 革命党 总计 

江苏 15 3 1 15 9 1 44 

浙江 19 4  13 6 2 44 

湖南 11 27  3 3 3 47 

安徽 10 8  5 4  27 

广东 7 5  2  5 19 

福建 6 3  3 3  15 

广西 1 2  1 1 8 13 

满洲（东三省） 22 26 3 1   52 

四川 4 4    3 11 

直隶 8 2     10 

湖北 5 1 1  3  10 

总计 108 85 5 43 29 22 292 

——整理自蔡冠洛主编《清代七百名人传》（余下各省份人数均较少，故略） 

  上表反映了晚清时期我国名人分布的多个规律。请概括出其中一个规律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要

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论述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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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四川成都三模·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图 10到图 12反映了我国计时器的使用历程。  

 

图 10 所示为日晷。日晷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采用干支计时，从上古沿用至明

清。  

图 11 所示为铜镀金珐琅人物画自鸣钟，18 世纪英国造，现藏故宫博物院。据记载， 17 世纪上半叶

的自鸣钟“中样者每架价银五十两，大者及小而精工者价值甚多”，这个价格在后来或许有所下降，

但中国最便宜的计时器香漏“一盘香可用二十四小时，所费不过三文”。  

图 12 所示为 1939 年亨达利洋行在报纸上刊登的修理钟表广告。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计时器的变迁”提出一个观点并予以阐释(要求： 观点明确，阐述

须有史实依据，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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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线图 

3．（2016•东北三省四市教研联合体 2016年高考模拟考试二•41）（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GNP：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 

    图示： 

    Ⅰ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Ⅱ国家：日本 

    Ⅲ国家：法国、德国、荷兰和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 

    Ⅳ国家：拉美、苏联、东欧和其它的西欧国家 

    Ⅴ国家：日本以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   

——摘自《经济增长的源泉》 

    概括指出从 18世纪中期至 20世纪末图 9中五条曲线相对位置发生变化的总体特点，并简析每一阶段

五条曲线相对位置发生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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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线图 

4．（2016·江西省上饶市 2016 届高三第一次高考模拟考试·41）（12分）下图是关于近代以来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主流经济理论影响力演变曲线图，读图完成下列要求。 

 

    指出曲线 A、B分别代表的经济理论并描述曲线 A、B影响力的演变历程。 

 

 

 

 

 

 

（四）柱型图 

5．（2016·广东惠州二模·41）（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基本指标。 

 

数据来源：Maddison世界经济历史统计数据库（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2010）。

西欧包括 30 个国家，其中有希腊、古罗马/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纵坐标单位是 1990 

Int．GK$（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横坐标单位是年（year）。 

从上图中提取两项有关历史人均 GDP走势变化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12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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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饼状图 

6．（2016•四川省德阳市 2016 届高三第三次诊断考试•41）（12分）统计数据的变化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

经济、文化信息。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注：图 1、图 2为《人民日报》“三八节”新闻报道中女性职业的统计。 

比较图 1、图 2，提取两项新闻报道中女性职业的变化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12分） 

 

 

(六) 时空轴类 

7．(2018·湖北武汉部分重点中学高三起点考试·26)(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上图为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中外历史事件简图。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图文信息，自拟论题，

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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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与评分建议 

三、基本类型及强化训练 

（一）图片表格类 

1．(2017·广东湛江二模·41)（12 分） 

规律：从区域看，东南沿海地区最为密集，长江流域次之，东北、西南地区较少。（3 分） 

原因：晚清不同地区遭到西方侵略的先后性；晚清西学东渐的地域差异；晚清近代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晚清社会开放的区域差异；晚清近代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晚清各地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等。（答任三

点得 9 分，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也可。） 

2．(2017·四川成都三模·41)(12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示例 1：计时器变迁反映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3 分)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民众重视季节更替而忽视精确时间，日晷计时的模糊性并不影响 日常生产与生

活。明清时期，西方传入的钟表主要供政府、贵族使用，具有等级色彩。近代以来，伴随着机器大生

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近代时间观念日益增强，使得钟表的计时日益精确，外形日益简化，

同时使用对象也日益大众化。(8 分)  

由此可见，计时器的变迁实际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的反映。(1 分)  

示例 2：计时器的变迁反映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3 分)  

古代世界基本处于孤立发展状态，中国形成了包括计时工具在内的独具特色的天文历法体系。新航路

开辟以后，西方传教士东来，将自鸣钟等奇巧之物奉呈朝廷，促进了中西 方文明的交流。19 世纪中

期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市场不断开放，西方机械 钟表在中国畅销，进一步推动了中西

方文明的交流。(8 分)  

综上所述，计时器的历史演变，是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状况的历史见证，反映了中 西方文明交流

日益频繁的趋势。(1 分)  

【提示】考生至少需要结合两幅图片就 “计时器的变迁”提出自己的观点。  

除示例以外，还可以从计时器的使用对象 (从上层贵族到平民)、外形 (从笨重到精巧、表盘上的刻度

从干 支计时到数字计时、指针从单一时针到时针、分针、秒针并存)等的变化来说明相应的时 代变迁；

也可以从计时器的功能变化来说明人们时间观念的变化 (如农耕文明时代日出而作的观念到工业文明

时代时间就是效率的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变化。 

（二）折线图 

3．（2016•东北三省四市教研联合体 2016年高考模拟考试二•41）（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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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由重合到离散（2分） 

原因：第一阶段，原因：各地均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生产力水平相近（2分） 

第二阶段，原因：欧美各国发生两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迅速；西方国家的侵略使亚非国家绝大多数

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工业化进展缓慢，农耕经济依然是主导。（每点 2分，满分 4分） 

第三阶段，原因：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和平力量增长；各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福利政策的不断发展完善，

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五型国家都有增长，但由于以上的历史原因，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与亚非

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拉大。（每点 2分，满分 4分） 

（三）曲线图 

4．（2016·江西省上饶市 2016届高三第一次高考模拟考试·41）（12分） 

曲线 A经济理论：自由主义（2分） 

    历程：从 1776—1929 年，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1929—1981 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逐渐被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抛弃。（4分） 

曲线 B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2分） 

历程：20世纪 30年代由凯恩斯所创立；二战后特别是 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

产阶级经济学说并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和广泛支持；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相实践上无法应对滞

胀，因而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4分） 

（四）柱型图 

5．（2016·广东惠州二模·41）（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示例一：信息：1500~1820 年间西欧的人均 GDP呈上升趋势，并超越中国。 

说明：西欧新航路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国自然经济

为主；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思想文化专制。 

示例二：信息：2000年西欧、中国、世界 GDP都出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说明：欧盟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示例三：信息：1~1000年西欧的人均 GDP有所下降，中国的人均 GDP有所上升。 

说明：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战乱不断，经济衰退；中国经历了汉唐宋大

一统的局面，政局相对平稳；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进步，小农经济发达；江南大开发，海外贸易发展，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五)饼状图 

6．（2016•四川省德阳市 2016 届高三第三次诊断考试•41）（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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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1：工人与农民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2分） 

说明：图 1 工农所占比重高。工农民主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树立劳动者形象的需要；阶

级斗争思想的长期存在。（2分）图 2工农比重大幅降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

时期；阶级斗争思想逐渐淡化，女性身上的革命色彩退去；（2分） 

信息 2：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大幅度提高。（2分） 

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女性教育的稳步发展；男女平等观念被普遍接受；社

会主义建设客观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4分） 

信息 3：女性领导比重大幅度提高。（2分） 

说明：妇女政治地位提高；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4分） 

信息 4：除工农外，其他职业均有提升，女性的职业更加多样。（2分） 

说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为妇女展示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条件；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妇女更加独

立，全面参与社会建设，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4分） 

（示例不作唯一标准，如从其他角度概括，亦可同等给分）。 

(六) 时空轴 

7．(2018·湖北武汉部分重点中学高三起点考试·26)(12 分)  

论题：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动了中国近代化历程。  

阐述：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外加强资本输出，瓜分世界，

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大大加深，洋务运动宣告

破产。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维新变法，开启政治民主化的尝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民间设厂的

限制，实业救国思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和发动八国联军侵

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加剧，清廷自救的新政加快了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

政治近代化的里程碑。一战中日本加紧对中国侵略及北洋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兴起，动摇了封建

思想的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十月革命为中国近代化指出了新方向。  

总结：列强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斗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