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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化定论的灌输。

”
［
６

］

把学生探究意识的培养落实到之形成合力 ！

每一节课中 ， 落实到 每
一个文本的解读 中

， 落实到＃

每一个历史问题的设计中 。

（
三

） 考 ： 把握方 向 ， 总结规律作为一线教师 ，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对命题者 ，

高考就像
“

啃骨 头
”

，
啃一 根前人啃剩 的大棒少一些攻击谩骂 ， 多一些 同情理解 ； 对学生

，
少一些

骨 ！ 我们必须把敲碎的 骨头熬成汤 ， 榨干它 的最后主观臆断 ，多一些换位思考 ；对 自 己 ，少一些推倭塞

一点营养。 我 们 必 须找 到 高考 提分的第 三 生 长责 ，多一些反躬 自 省 。 那么 ，我相信 ： 我们的专业成

点——
“

考
”

的研究——把握方向 ，总结规律。长会更快一些 ，我们 的课堂教学会更精 准一些
，
我

其实 ，高考的密码就在高考真题之 中 ！ 因 为高们的高考成绩也会更好一些 ！

考试题是命题者运作《考试大纲》 的成果 ，也是命题

者劳心劳力的智慧结晶 。 与其大量做题 ，不如抽出 ［ １ ］ 刘 芄 ． 刘 芄考试文 集 ［
Ｍ

］
■ 北京 ： 人民教 育 出版

时间认真研究往年 的试题 ， 当你真正 把格式 搞 透社
，

２０ １ ２ ： ４７７ ．

了 ，这些试题便有 如 己 出 ， 临考时对试卷就绝无 陌 ［
２

］ 邹樱 ■ 从认知加 工 角 度看 高 考试题难度的 影响

生之感 ， 并会触类 旁通 。 高考试题不仅有检测功因素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中学版 ，

２０ １ ３ （ ４ ）： ４０
－

４４ ．

能 、选拔功能 ，更有引 领作用 。 我们一线教师要有［ ３ ］ 肖锋． 学 会教 学 ： 课堂教 学技能 的理论 与 实 践

自 己的判断能力
，
能从优秀的高考试题中领悟命题［

Ｍ
］

． 杭 州 ：浙江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４６９ ．

者在教学方面的意 图与导向
，
把高考试题渗透在备［

４
］ 胡 家曙 ． 高效语文教学 必 须 基于 学生 的 内 主体

课里 ，体现在课 堂上 ，
淬炼进命题内 ， 落实在训练［

Ｊ ］
． 语文教学通讯 ，

２０ １ ３
（
３

）：
１ ２ －

１ ４ ．

中 。 通过对高考试题的 反复咀嚼 、 品 味
，
帮助学生［

５ ］ 杨开清 ？ 智 慧的 唤醒教 育 ［ 门 ． 教 育 科学 论坛 ，

总结解题规律 ，增 强学生 的解题技能 ，
培养学生 的２０ １ ４ （ ３ ） ： ４４ ＿

解题意识 ；
通过高考试题的练习 、

讲评
，
从

“

题
”

中抽 ［
６

］
刘 庆亮 ． 看似寻 常最奇崛

——

简评 ２０ １ ６ 年全 国

象出
“

题型
”

，提炼出方法 ，
感受

“

题
”

的 意境和韵味 ，
Ｉ 卷 文 综 历 史 试 题 ［ ＯＬ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ｚｘ ｌｓ ．

享受到解题的快乐与满足 ； 通过分析难 度系 数 ，追ｃ ｏｍ／Ａｒ ｔｉ ｃ ｌｅ／Ｃｌａｓｓ２ １ ２／ Ｃ ｌａｓｓ８６７／Ｃ ｌａｓｓ９２４／

根溯源
，
再选取 多道 同类试题

，
精 确制 导

，
定 向 突ｍｓｐ

ｘｚ
ｔ／２０ １ ６０６／２０ １ ６０６０９２２４３ １ ３

＿

３４９３０（ｈｈ ｔ
ｍＬ

破 ，集 中解决学生困惑的问题 。（ 作 者地址 ： 赵 剑峰 ／安 徽省 淮北 市实 验高 级 中

一句话 ：高三复习教学必须打破教 、学
、
考各 自学 ，

２３５０００
； 许 铁 军／安 徽 省 淮 北 市 第 十 二 中 学 ，

孤立 ，
互不统属的僵化状态 ， 围绕五大核心素养 ，使２３５０００ ）

探寻规律不＿８ 關辟Ｗ应万变

〇 朱启胜

面与 ２０ １ ５ 年如 出一辙
，
如第 ２ ８ 题考查了 中外贸易

，

＿

＇全 国卷试＿＃＿＿寻抑题考查 了抗战背景下 国 民政府的 政策 ， 第 ３２

１ ． 试卷结构稳定 ，
题型风格

一

贯题考查了罗马法
，
第 ３３ 题考查了英 国君主立宪制下

近几年
，
全国卷在试卷结构 、题型题量 、各类型的王权等 。 非选择题第 ４０ 题都采用古今贯通的方

题旳分值比重 、试题难度等方面 ， 都是非常稳定 的 。式 ，分别考查 了 中 国古代与 近代 的儒学 问题 、 人 口

２０ １ ６ 年全 国卷 Ｉ 的试卷结构 保持 了 超高稳定性。问题 （生态文 明 ） ；第 ４ １ 题都属 于观点论证题 ，都是

选择题部分在考点分布 、模块 比重 、位置排序等方开放性试题 ；第 ４５ 题分别考查 了唐代币制改革与唐

４５
一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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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关注

代谱牒改革 ； 第 ４８ 题都考查了中国古代人物 。ｒ

２ ． 高频考点 、热点有规律可循
２４ 分 （ 第 ２ ８ 分 （ 第

４ 分
２９ 分

（ 第

各部分分值比例大体稳定 ，但稳中有变 ，此賺
２０ １

４２４
＇
２５

＇
２６ 、 ２７Ｕ

 （ 第關 ）

３２
、
３３ ＇ ３４ ＇

长
，
其中蕴含趋势和规律 。 现通过统计数据来说明 。


＿

４〇 题 ）３０
、
４ １ ＠

）



於
、
４〇 题

Ｕ ）从必修模块 内容分布角度看 ：

２０ 分 （ 第 ３ ３ 分 （ 第２８ 分 （ 第
４■ 分

年份
必修 １ （ 政 治 必修 ２

（
经济文 必修 ３

（
思想文２０ １５２４

、
２５

、
２６

、
２ ８

、
２９ 、 ３０

、

＾
３２ ＇ ３３ 、 ３４

、

＾
文明 史 ）明 史 ）化与科技史 ）２７

、
４０ 题

）
４０ 题 ）

（ 第 ３ 丨 题 ）

３５
、
４ １ 题 ）

４９分 （ 第２４ 、


２０ 分 （ 第 ２５ 、１６ 分 （ 第 ２ ６ 、２ ８ 分 （ 第
２８ ，２９ ，３０ ，
＾

公 勿＇
＇

禾
２ ５ 分 （ 第２８ 分 （ 第

２０ １ １３２
、
３３ 、 ３４ 、 ４ １２７ 、３５ 、４ １题 郅２４２５２６ （ 弟

４分 （ 第
（ 米

３ １
＇
４０ 、 ４ １题２０ １ ６

ＺＵ 、
Ｚ〇

、

２ ８２９３０Ｖ＾３２３３３４

题部分 ）分 ）
２０ １６

２７题 、 ４０
及 、 四 、 ３〇 、

３ １题 ）

３２ 、 ３３ 、 ３４ 、



部分 ）


、４０ 题部分 ）３５
、
４ １ 题 ）

２０ 分 （ 第 ２４ 、 ２０ 分 （ 第 ２ ６ 、 ３３ 分 （ 第 ２５ 、｜ ｜

题部 分 ）
． ”

 ｜




２ （Ｈ ２２８ 、 ２９ 、 ３ １ 、 ３４３０ 、 ３２
、
３３ 、 ３５２７

、
４０ 、４ １ 题二从必修模块 内容分布看 ， 规律如下 ： 第一

，必修

＾＾大微Ｗ１
、
２ 考查偏多

，
经济史分值逐年上升

；
多以选择题为

３６ 分 （ 第 ２４
、

４５ 分 （ 第 ２９
、

８ 分 （ 第 ２５ 、２ ８主
，
也有非选择题 ；第二

，
必修 ３ 思想文化史所占分

２０ １ ３２６ 、 ２７ 、
２９

、
３

１
＇
３２

＇
３３

＇
３５ 、

题值波动较大 ；第三
，
非 选择题有三大模块综合考查

３０
、
３４

、
４ １题 ） ４０题 ）

 的现象 。

２４ 分 （ 第 ２４
、

２〇 分 （ 第 ２？
、

４ １ 分 （ 第 方
、从通史体系 内容角度看 ，

规律如下 ：第一
，对中

２０ １４

３２
、
３ ３

、
４ １ 题

）

＝ ；

３
１

、
３４ 、 ３ ５

＝

、 ２９ 、 ３０
、
４０

国史的考查多于世界史
；
第 二

’
中 国史 中古代史 和



—近代史所 占分值最多
，
主要 以选择题为 主 ，但也 有

２０ 分 （ 第 ２Ｓ
、

２８ 分 （ 第 ２４
、

３７ 分 （ 第 ４〇非选择题出现 ； 中 国现代史分值比例最少 ；第三 ，世
２〇 １５２９ 、 ３０ 、 ３２

、
３ ３２６

、 ２７ 、
２ ８

、
３ １ 、

幻界史所占分值较大 ，除了
２０ １ ３ 年几乎年年都有非选

题 ） ３４
、
３ ５ 题 ）权 ｂｋ本太



择题考查 。

３４ 分 （ 第 ２６
、

４ １ 分 （ 第 ２５ 、选修内容考查规律如下 ：选修 １ 和选修 ４ 基本
１０ 分

（
第 ２４ 、

２０ １６２７ ， ３０ ， ３１ ， ３２ ，２ ８ ，２９ ，
３４ ， ４０不考查教材上的 内容 ，

且偏重考查中国古代史 内容 。

４
１ 题 ）

丨

３３
、
３５ 、４１ 题 ）

｜

题
）

 ｜高频考点分布规律如下 ： 根据近五六年全国卷

（ ２ ）从通史体系内容角 度看 （ 必修 ） ：考点考查分布统计结果分析
，
必修 １ 政治史和必修

｜
３ 思想文化史模块的前五个单元考查频繁 ，后三个

年份
￣

ＴＴＴ
￣一＂

ｒｒｒ
一＇

世界史单元现代史部分的 内容考查较少
；
必修 ２ 经济史模

古代 史近代史现代史
块除第五单元没考查过 ，其他单元都频繁考查。

３７ 分 （ 第 １２ 分 （ 第
８ 分 （ 第

２８ 分
（
第３ ． 大量材料切入 ，注重材料信息的获取

２０ １ １２４
、
２５

、
２ ６

、
２９ 、 ３０ 、 ３ １２７ 、 ２８ 、 ３２

、

０Ｓ 、３３
、
３４题 ）无论选择题还是非选择题

，
都大量 以材 料切

４０题 ）题 ）３５ 、４ １题 ）


入

，设置问题情境。 ２０ １ ６ 年试卷继续采用新材料 、

Ｍ 分 （第 ２４
、

２８ 分 （ 第３３ 分
（ 第新情境 、新问题的命题方式 。 选择题在材料呈现的

２〇 １ ２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 ３〇
、 ３ １

、 ３２
、

无Ｍ、 ３５ 、 ４〇新颖性 、故事性 、典型性 、易读性 、概括性 、多样性等
２９Ｍ ）３３ 、

４
１ 則


题
）方面特色明显 。 非选择题第 ４０ 题材料信息容量大 ，

＾ ？
３ ２ 分

（ 第与考查的 问题关联密切 ；第 ４ １ 题在材料的解读难度
３０ 分 （ 第 ２ ３ 分 （ 第

２ ０ １ ３２４ 、 ２５ 、 ４０ 、 ２９
、

３０ 、 ４０ 无
２６ 、 ２？ 、 ２ ８ 、和观点的概括难度方面依然要求较高 ；选做题均遵

４ １ 题 ／
＇

题
ｊ

＇

３
１

、
３２ 、 ３３ 、循了材料在书外 、思路在 书 内 的考查 原则 ， 问 题的

 Ｉ

３４
、
３５ 抝设计也遵循常规 。

鳩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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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４ ． 突 出主干知识 ，注重素养渗透２ ． 探寻规律 ， 但不惟规律

２０ １ ６ 年全国卷 Ｉ 历史试题继续加强对主干知首先 ，紧抓高考热 点 、 高频 考点 ， 做到有详略 、

识的考查 ，
以学科能力 与素养立意为考查 目标 ， 注有取舍 。 对于频繁考查 的主干知识要重点关注

，
如

重对历史学科素养的渗透 。 选择题部分除 了第 ２６儒家思想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 、古代 中国制度 、西方

题关于重史传统的 考查之外 ，
其他试题都是紧扣所民主政治 、罗 马法 、近代 中 国 民 主革命重大历史事

学主干知识 ，
考查 目 标上强调 学科素养的渗透 ，

材件
、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 、古代 中 国商品经济发展 、

料呈现上突出对历史时空观念的设置 ， 选项设计上近代经济结构 、生态文 明 、
２０ 世纪 中外重大经济改

侧重于结合基本历史知识对材料情境进行历 史理革与政策
，
等等。 其次

，
在侧重点方面 ，

重点 关注 中

解和解释 ，
以及论从史 出的史料实证意识。 需要指国古代史和近代史 、世界史 。 就专题来看 ， 呈现 出

出 的 是 ，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 学科研究动态近几年政治史逐年下 降 、经济史逐年上升 的 趋势 ； 思想文

运用得越来越多 ，学术能力从
“

幕后
”

转到
“

台 前
”

，化史有时重点考查 ，
有时考查较少

，
总体不能忽视。

这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更高 。仔细分析 ，有 的考点 在前后几年的 高考 中多次出现

５ ． 考查方式灵活 ，方法有章可循（ 由 于全国卷覆盖面小 ，考查知识点少 ，而它考的又

２０ １ ６ 年历史试题无论选择题还是 非选择题 ，是主干知识 ， 因 此不可 避免地 有知识点 的重复 ） 。

在考查方式上都比较灵活 。 选择题分别考查 了历对这些知识点要充分重视 ，要把近几年高考试题研

史解释 、历史影 响
、 历史 原 因 、历史背 景 、

史 实再究透 。

认 、论从史 出 、透过现象看本质等 问 题 ；
在设 问方高考的命题规律和趋势不 是一成不变的 ，

稳 中

式上追求问题的变化和指 向 的 明确性 。 从解答方求变 、稳中求新是常态 。 我们要在抓住 主要知识点

法角 度看 ， 选择题第 ２４ 题 ，如 果从直 选 的 角 度则的基础上做细
；
要在遵循规律 的前提下与时俱进 ，

不容易找出 正确选项 ，但只要 运用
“

史实错误
”

排有所创新 。 例 如 ， 全 国卷每 年都保持较高 的难度 ，

除法则可以较容易地排除错误选项 。 排除法 中 的学生得分很低 ，但 ２０ １ ６ 年试题难度稳中有降 。 选择

其他方法如材料不体现 、偷换概念 、不合题意等在题中除第 ２４ 、２５ 、３ １ 题理解难度较大 ，其他题 目 难度

选择题 中都能得到广泛运用 。 非选择题对于 获取
一般 ，总体难度与 ２０ １ ５ 年基本持平 。 非选择题第

和解读信息 、 调动 和运用 知识等思 维方法的考查４０ 题难度 明 显降低 ， 大 多得分点在材料 中就 能找

也非常普遍 。到
，
并且 问题之间 思维梯 度较 小

，
比较容 易得分。

所以
，

２ ０ １ ６ 年试题难度 总体呈现 出稳 中 有降 的特

点 ，这对于首次 回归全 国卷的 省区来说是－个利好

１ ． 转换思维 ，
把握全国卷特征的因素 ，这可能也是广大一线教师长期呼吁的结果 。

２０ １ ６ 年新增 ８ 个省区采用全 国卷。 新 回归全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把命题 中的偶然 当规

国卷的省份要迅速转到全国卷思维
，
要 了解全 国卷律

，
不能把缺点当特点 。 我们要看规律和主体趋势。

的特征和命题规律。 全国 卷特征明 显 ， 其规律可 以３ ． 相信高考试题的权威 ， 寻找 自 己教学的差距

探寻和遵循。 例如 ，
必修部分有 ８５ 分分值 ，共设 ： １ ２全国高考卷也有 少量试题值得商榷或值得进

个选择题 （第 ２４
—

３５ 题 ） ，

２ 个非选择题 （ 即第 ４０
、

一步完善的地方 。 例如 ２０ １ ６ 年选择题第 ２５ 题中的

４ １ 题 ） ，每道题旳数量 、 分值都是 固定不变的 ；选做农事图 ，学术界对此 图 的解释存在争议 ，用 作命题

部分 １ ５ 分 ，设置为 四选一 ， 即从第 ４ ５ 、 ４６ 、 ４７ 、 ４８ 题材料不够稳妥。 非选择题第 ４０ 题在问题设置上缺

中选做
一

题 （ 分别对应选修 １
、选修 ２

、选修 ３
、选修 ４乏思维梯度

，难以考出学生的真实能力水平 。 第 ４ １

四本教材 ） ，

一题所 占分值 即为 １ ５ 分 。 每道题的序题材料中的制度构想很难与史实发生联系 ，材料理

号 、在整卷中的位置也是基本不变。 这是全国卷的解难度较大 ，造成学生无从下手。

基本的 、稳定的特征 。 其试题特征和规律如上文所全国卷的命题运作机制和专家水平是试题质

述
，
其特征和规律就是我们复习 的方向 。量的保证 。 整个成题时间较长

，
又发挥了各位专家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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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彳誓雇次 教 学 参 考
１

＼ 特别关注

的专业特长。 因 此
，
我们 要相信专家 的学术权威 ，

反对代议制 的 ， 并举了 一个英 国 的事例 。 可是
，
学

相信高考试题的科学性 。 仅就近几年全 国卷试题生会简单地理解 为英国 的君主立宪制 ，
这就与材料

材料的经典 、权威
，
材料信息 的有效 ， 就是

一

些地方的意思相反 。 此题
“

学术化
”

程度较高 ，
对学生能力

试题所无法 比拟 的 ； 教学 目 标的 考查 ，学科素养的要求很高 。 因 此 ， 我们要在学好基础 知识 、主干知

渗透 ， 都是明 确而又恰到好处 的 。 我们要让学生学识的基础上 ，
着力加强学生学 习能力 的培养 ，

尤其

会尊重命题者的权威 ， 揣摩命题者 的思路 ；
不要轻是从材料 中 获取 和解读信息 能力的培 养 。 但也要

易怀疑 、否定高考试题 ；要养成谨慎思维 的习惯。

一 处理好史料教学与史实教学的关系 。

遇难题就情绪激动 ，怀疑题 目有问题 ，
甚至说题 目错５ ． 加 强训 练 ，

注意答题规范 、 细致 、全面

了 ，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 。 要寻找我们 自 己教学的２０ １ ６ 年全 国卷 Ｉ 第 ４０ 题参考答案中 ，原因有 ５

差距 ，
拓展教与学的视野

，
以适应全国卷的要求 。点 ，影响有 ３ 点 ，

主张也有 ４ 点 。 因此 ，
我们应注意

４ ． 突出主干知识学习 ，
注重能 力与学养的提高训练学生看材料要细心 ，

答题要点要全面
，
不能遗

学生学习 中 普遍存在 的共性 问题 ：

一听就懂 ，漏 。 第 ４ ５ 题谱牒改革内容的参考答案 ，
也有 ４ 点 。

一看就会 ，

一做就错 。 究其原因 为基础知识掌握薄对照答案 ， 要求学生答 题细致和全 面是非 常必要

弱 ；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较差 ； 不会利用试题给定的 。 特别要加强 开放性试题 的 分析和答 题训 练 。

的条件和要求审题 ；
不会用历史语言表述。 下面以应提醒学生注意不能往做过的题 目 上靠 ，学生看到

２０ １ ６ 全国卷 Ｉ 第 ４ １ 题为例 。题 目后往往在记忆 中搜索做过的类似题 目 ， 然后照

正是学生都知道此题是开放性试题 ，所 以答案搬原来的答案 。 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 ，关键要学会

五花八门
，
但是有 的学生忽略 了此题 的限定性 。 此审题

，
看题 目 的要求 ， 判断题 目 考查的 目 标行为 ， 提

题的限定性词语很多 ，高 中生难 以把握其深刻的 内高 自 己 的解题能力 。

涵 。 比如
“

世界史知识
”

（ 教师讲解说世界史就是除【 附记 】本文写 作 过程 中 ， 安 徽省芜 湖 市无 为 县

中国 以外的 国家历史 ，可又告诉学生说中 国史是世襄安 中 学张 霞老 师 帮 助 做 了 有 关 数 据统 计 工作 ； 安

界史的一部分 ，造成学生思维混乱 ） 。 再 比如
“

制度徽 师 范 大 学 附 中 何永保老 师参 与 了 本 文观 点 的 讨

构想
”

，对此学生难以理解 ；材料的信息易造成学生论 ，
在 此一并致谢 ！

思维 的混乱
，
以至于很多学生答题涉及英 国资产阶（作者地 址／安徽 省 芜 湖 市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所 ，

级革命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 材料的意思 ： 卢 梭是 ２４ １ ０００ ）

２０ １ ６年高考全国卷 Ｉ 第２４题评析

〇 冯 波

２０ １ ６ 年高考全 国卷 Ｉ 第 ２４ 题 ，
以汉代 《论语 》教育 目标分类 ，并迅速在教育界得到异乎寻常的广

与五经的地位对 比为切人点 ，
考查了

“

中 国传统文泛运用 。 ２００ １ 年 ，安德森 （
Ｌ ．Ｗ ．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等人修

化主流思想 的演变
”

这
一

重 要考点 。 该 题视 角 独订了布卢姆的教育 目标分类
，
将教育 目标界定为知

特 ，对历史教学与复 习备考均有启 示 ，但在命题技识与认知过程两个维度 ，
后者又分为记忆 、理解 、应

术上似乎略有瑕疵。用 、分析 、评价 、创 造六个主类别
，
各类别下又有若

一

、基于布卢姆教育 目标分类的命题技术分析
。

各类别及其子类别 的 内涵非常丰富 ，本文不在

１ ９５６ 年 ， 布卢姆 （ Ｂ ．Ｓ ．Ｂ ｌ
ｏｏｍ

） 等提出 了最早的此赘述 ，
读者如有兴趣可 自 行参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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