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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国家意志” 

 

一、“国家意志”的概念分析 

 

国家意志的含义是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指导人民意志。国家意志包括国家行为是否能和

民众所一致的。上层建筑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而普通民众不可能有。个人意识和国家意志

相一致的。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民族步伐的统一，行为的统一，才是我们必定胜利的保障。 

国家意志的本质是政府意志，而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当政府意志与大多数国民意志一

致时，可以认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个人意志就是某个人在一定时期对事物的意思表达。意

思表达指主体对对象的诉求、要求、祈求，集中反映着主体的意志。权力是国家意志的制度

体现。国家对社会的一般诉求，往往形成国家体制，用国家强制力表达着国家主体的意志。 

 

于浩在《国家主义源流考》中指出，国家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希腊政

治哲学的基本思想可归结于国家（城邦）优位，城邦优于公民而存在。国家主义初成于文艺

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主义肇始于马基雅维里的“新君主论”，途经博丹的“主权论”，

成熟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在这过程之间夹杂着“自然法”抑或“社会契约”等学说，它

们共同构筑起国家主义的理论大厦。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在位序上优越于社会及个人，但国家主义的这一地位

最终也是要返归到社会与个人身上，即国家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人们的幸福生活，这便是国

家主义的要义所在，亦即集体利益相较于个人利处于高位，并最终指向个人利益的实现。 

 

宋洁绚在《基于国家主义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中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

度既属于教育制度范畴，也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作为一种教育制度，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的目的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新生确定标准和程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体现着国家意志，

促使民众与国家在意志上趋同，以强化国家凝聚力，维护政局稳定。 

王兴亚在《体现国家意志是考试的属性》中指出，体现国家意志是考试的属性。考试的

权威性根植于其科学，公开，公平，公正诸特点之中，也来源于国家的组织实施；国家权力

的介入时考试具有规范导向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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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主编的《高考文科试题分析（2017 年版）》指出，作为国家选拔考试，

在题目内容的选择上体现国家意志，也是文综历史卷的一个特点。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歌

颂爱国精神，提升法治意识、重视法制建设，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关注生态环境、

强化环保意识，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歌颂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等。各卷题目的

具体内容以教材知识为基础，通过创设新情境，采用新材料，努力做到不因考生地区、城乡

差别而造成答题困扰，着力避免因各地所选教材版本不同而考生答题有程度难易之别，从而

保证了试卷的公正性。 

 

二、高考命题分析 

1．（2016·海南单科·10）公元前 406 年，雅典取得阿基纽西海战胜利，但也造成了数千士

兵因船破沉没溺水身亡。在随后的公民大会上，指挥这次战役的 6 位将军被指控救援不

力，在没有听取 6 位将军个人申辩的情况下，就将他们判处死刑。这反映了当时雅典

(  ) 

A．公民大会掌握城邦司法权 B．公民大会的决定具有至上权威 

C．被告人没有法庭申辩权利 D．军队与公民大会之间存在冲突 

2．（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5）《史记》《汉书》均为私家撰著。魏晋以后，朝廷任用

史官负责修撰本朝或前朝历史，甚至由宰相主持，皇帝亲自参与，这反映出官修史书

(  ) 

A．记载的真实性       B．评价历史的公正性 

C．修撰的政治性        D．解释历史的客观性 

3．（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0）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日伪纺织企业合并，成立了

国有的中纺公司。政府高层解释称，商民在抗战之后，对于所接收之敌伪纱厂，“即便

有人承购，事实上仍需由政府予以维持，等于仍由政府自行拨款接办，国库并不因出售

纱厂而有大量之收入”。这反映了此时期(  ) 

A．政府试图缓解民族工业困境     B．国家实行对轻纺工业的统制 

C．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衰落     D．政府在经济中主导地位加强 

4．（2014·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1）195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

的统购统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政策，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粮

食的统购统销(  ) 

A．加快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B．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农村的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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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农民经济生活纳入国家计划体制   D．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劳动力资源 

5．（2014·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31）“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各

地根据国家粮食计划供应的相关规定，以户籍为依据确定粮食供应的对象与数量。这一

制度的实行 (  ) 

A．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B．保障了工业化战略实施 

C．缓解了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         D．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6．（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1）到 1952 年底，新中国已建立多所俄文专科学校，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和一批中学开设了俄文课程，许多中小城镇也掀起了学习

俄语的热潮。这是我国当时(  ) 

A．外交政策转变的需要            B．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 

C．文化教育改革的需要            D．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7．（2013·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33）1952 年，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在十九大的政治报告

上指出：“今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到 80 亿普特，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总收获量比

1940 年增加了 48% 。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

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一论断(  ) 

A．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B．成为加快工业化的依据 

C．是对农业改革的肯定               D．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维护 

8．（2016·海南单科·24）1949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

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所有公告和公告性新闻均由新华通

讯社统一发布。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  ) 

A．建立起高效的新闻宣传网络         B．实现信息传播业的结构性调整 

C．便于及时通报国内国际形势         D．建立集中统一的新闻宣传制度 

9．(2017·四川德阳二模·27)北宋政府允许儒家经典大量刻印，而对于天文图谶、明教经

像、边机时务、法令、历书、会要、实录等图书则明令禁止出版。北宋政府此举旨在(  ) 

A．引导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展                    B．垄断印刷行业的新技 

C．完善科举考试的内容体系                    D．使出版业贯彻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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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1．【考点】雅典民主政治 

   【解析】古代雅典的最高司法机构是陪审法庭，不是公民大会，故 A 项错误；古代雅典

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材料中就是公民大会决定了判处死刑，所以公民大会具有至

上权威，故 B 项正确；材料只是提及公民大会的独断，不听取个人申辩，并不是被告

人没有申辩的权利，故 C 项错误；材料主要是讲述公民大会将被指控救援不力的 6 位

将军判处死刑，但是将军并不能代表军队，也不能就此说军队与公民大会之间存在冲突，

故 D 项错误。 

【答案】B 

2．【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魏晋官修史书；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 

【解析】官修史书与私史书可谓是各有千秋，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或翔实或虚伪的史料，故

A 项错误；评价历史的公正性取决于史书编撰者的立场观点，与私家还是官修无关，故

B 项错误；作为官方统治者的宰相或皇帝参与编修史书，实际上政府主导修史的方向，

政治意味增强，反映出官修史书的政治性，故 C 项正确；解释历史的客观性是建立在

史学家对历史事实不断探究之上的，无论私家还是官修史书都能使解释历史具有客观性，

故 D 项错误。 

【答案】C 

3．【考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经济中主导地位加强 

   【解析】题干材料中说的是国民政府将“日伪纺织企业”合并，成立“国有的中纺公司”，

与民族企业的发展无关，故 A 项错误；题干材料中国民政府“将日伪纺织企业合并，

成立了国有的中纺公司”，并未涉及对民族资本主义等轻纺工业的政策，故 B 项错误；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衰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官僚阶层却借抗战控制经济命脉，

压榨民族企业，民族资本日益萎缩，故 C 项错误；依据材料“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

将日伪纺织企业合并，成立了国有的中纺公司”“即便有人承购，事实上仍需由政府予

以维持，等于仍由政府自行拨款接办”可知，政府在经济中主导地位加强，故 D 项正

确。 

【答案】D 

4．【考点】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计划经济体制 

【解析】结合史实可知农村经济恢复是在 1949—1952 年，与题干时间不符，故 A 项错误；

结合史实可知，新中国成立时，国内政权既已稳固，而 1953 年的三大改造是生产资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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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即经济领域的变革，与史实不符，故 B 项错误；计划体制的特征与“计划收购”“由

国家严格控制”相符，故 C 项正确；提供劳动力资源与题意不符，故 D 项错误。 

【答案】C 

5．【考点】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一五计划、计划经

济体制 

【解析】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没有联系，故 A 项错误；抓住

题干信息“一五计划期间”，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

内容，这种体制对于增加积累和扩大投资，推动工业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故 B 项正

确；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发生在 1959—1961 年间，与题干时间不符，故 C 项错误；

1952 年底，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已经完成，与题干时间不符，故 D 项错误。 

【答案】B 

6．【考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习俄文热潮 

   【解析】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一边倒”外交政策，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促进

全国人民学习俄文，但 A 项不如 D 项表述全面，故 A 项错误；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实现

计划经济，会导致全国各地学习俄文的现象，但 B 项不如 D 项表述更全面，故 B 项错

误；文化教育改革是要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不会引发“许多中小城镇也掀起了学习俄

语的热潮”，故 C 项错误；建国后我国发展战略是与苏联建交，效仿苏联经验，引进

苏联的技术和资金，为顺利进行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培养大量懂俄文的人才，故 D

项正确。 

【答案】D 

7．【考点】“斯大林模式”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解读史论、准确理解、分析、判断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注意

题干中的时间“1952 年”，结合相关史实可以判断，当时苏联没有彻底永远的解决谷物

问题，据此排除 A 项；苏联的工业化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实行，排除 B 项；农业改革源

自赫鲁晓夫改革，此时尚未进行，排除 C 项。这一论断是为维护斯大林模式。选择 D 项。 

【答案】D 

8．【考点】现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建立集中统一的新闻宣传制度 

   【解析】“规定所有公告和公告性新闻均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

性，没有建立宣传网络的意思，故 A 项错误；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布《办法》并没有

对其它媒体的要求，没有结构调整的意图，故 B 项错误；通报国际国内形势不必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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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有新华社才能报道，与规定的意图不符，故 C 项错误；新中国成立之初，当务之

急巩固统一，安定人心，避免其它混淆视听，而统一的新闻制度可以规避这些问题，故

D 项正确。 

【答案】D 

9．【考点】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宋朝 

【解析】儒学复兴运动于唐代开始出现，故 A 项错误；题干中并未提到政府禁止民间印

刷书籍，故 B 项错误；题干中并未提到科举考试的相关信息，故 C 项错误；题干中提

到政府只允许刻印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是政府维护统治的思想保障，说明其目的是使

出版业贯彻国家意志，故 D 项正确。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