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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历史山东卷是命题人员调整后的第二次试手，今年的试题有别于去年仓促、

青涩的风格，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提升，命题者在命题思想、技巧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

在山东试题的命题风格方面作了积极地探索，让我们又看到了使人眼前一亮的“山东”特色。 

1、突出山东试题特色。自 2007 年山东自主命制试题以来，一直处于探索、学习之中，

在前几年摹效阶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山东试题”特色。所谓的“山东”特色，一方面

体现在命题内容、材料选择、命题风格、试题设计等方面，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适应山东高中

教学和高考的省情，突出山东教育大省、高考大省的实际，适当降低高考难度、全面落实课

程观，引领山东的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命题者对此作了积极探索，为此，今年颁布的《考

试说明》中，即做了一定铺垫,在“题型示例”中，除选用了一道全国卷的开放性试题外，

近乎清一色的是山东历年的高考试题，这与其他省市博采众题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显示了

命题管理者对探求山东特色的勇气和决心。从今年的试题实际来看，试题材料的精简、与教

材联系的紧密、答案与材料的疏远、图表材料的大胆使用、主题词的复归等方面都显示出明

显的特点。去年一度消失的特点又复活了。当然，在一些方面的探索也有值得提升和商榷的

地方。 

2、依托主干知识，不回避常考的重点内容。坚持以课标主干知识为主要考查内容，并

以此作为能力考查的主要依托，是新课标高考的命题原则。今年的历史试题恪守了这一原则，

涉及的知识点都是课程标准要求考生掌握的主干知识，包括周礼反映的思想、重农抑商政策、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演变趋势、五四运动的影响、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美国的建制、人文

主义、西学东渐、资本主义发展、洋务运动、工业革命和罗斯福新政等，这些都是教材的主

干知识，也是往年常考知识点。这一命题思路对引导高中历史教学和复习备考中跳出“题海”

有着积极地影响，是高考命题对落实规范办学、推动素质教育的引领。 

3.突出“新材料、新情境、新问题”命题设计思路。讲究“新材料、新情景、新问题”

是新高考的突出特色，也是辨别新高考与传统高考区别的重要依据。记得去年我们对当年山

东试题是有所微词的，其中不注意新材料的设计和使用就是重要原因。与去年试题明显改观

的是，今年的试题呈现了“无材料不成题”的特色，所有的题目都以材料为依托，并且材料

形式多样，特别是大胆使用表格材料，竟然出现了全由表格设计的 20 分的大题。今年题目

以新材料、新情境、新问题呈现，形式活泼，整份试卷不拘泥于课本，不再重复教材中的陈

述性知识。试题回避了版本之间的差异，侧重考查学生的信息提取能力、知识迁移能力，较

好地体现了新课改的精神和要求。在材料解析题中，继续沿袭充分简化材料，减少阅读障碍

的做法，突出学科特色，重视对材料信息的提取、解读和知识迁移，避免历史考试“语文化”。



例如第 28 题，以两则表格展示材料，材料信息更集中；第 29 题以“主题词”统帅材料，避

免冗长的叙述，更便于学生将注意力放在材料上。 

4.注重对历史素养的考查，突出学科特点。由高校学者为主体的高考命题者，都是历史

学科专家，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思想来引领命题，命题的重心更侧重于将来适应升入大学后的

学习，更多的体现了高校接收方的选拔要求，他们多是从历史学科本身出发，围绕历史学科

学习和研究能力来命制试题的。今年的试题突出历史味，更多地考查基本史实、基本理论、

基本史料和基本的分析、比较和评价等能力。相反，往年那种过于直白地考查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方面的内容，不太符合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学科特点的设问已消寂了。试题注重对历史

素养的考查，突出历史概念的理解和历史思维能力、历史表达能力。例如，第 19 题对五四

运动的考查，不仅考查了概念的内涵，更考查了概念的外延，从政治运动到思想运动，“从

空想到实际行动”，着眼点则体现了历史思维能力，即历史地看问题的能力——“中国革命

之新的方向”。再如第 20 题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问题，则突出了中苏两国不同国情下的不

同理解。在选做题第 35 题上，则直接以宋人话本的史料价值设问，则更有“历史味”，也体

现了对课程探究性的引导。、 

5、问题和不足。高考命题不仅需要深厚的学科素养，更需要娴熟的命题技巧，这是需

要经验的积淀和成果的借鉴；另外，对高考题型要有一个接受学习的过程。作为涉足这一新

领域不久的命题者来说，要有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正因如此，今年山东试题的不足和问

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有悖于考试说明的精神：考试说明是高考命题的

依据，更是被考和应考的依据，其有着安民告示的作用，命题者更应维护其权威性。但今年

的试题有多处违背考试说明精神之处：在选择题的题型示例中，已像全国卷和多数省市一样，

摒弃了思维含量不高的反向选择题，但今年的 16 题就是明显的反向选择题。第二、针对去

年试题开放性不强的问题，在考试说明的四道主观题示例中，选用了三道开放性题目，但今

年的主观题也有悖于这些试题的特点，开放性大大减弱，缺乏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历史表达能

力的考查。第三，题型的设计和开发方面仍有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28、29 两道大题中。作

为最能体现学科特色和分量最重的材料解析题，应通过提供信息丰富的材料，考查从材料中

提取信息的能力，尤其突出对史料处理和解读能力的考查。反观今年山东试题，切入角度都

很小，缺乏对历史体系的考查，并且材料单薄，信息量小，这明显有悖于材料题的性质，试

题材料多数仅起了提供答题背景和指向的作用，忽略了材料信息的释读、提取、处理等深层

次能力的考查，更缺乏对材料——史实——思辨的综合考查。这些问题，绝不代表今后的趋

向，还是命题成长中的烦恼。相信命题者会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和差距，随着命题水平的提

升，在来年的命题中肯定会有所改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