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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道高考历史共同题看考生群体的差异 

以定量分析为主 

教育部考试中心 徐奉先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高考考生群体的差异进 

行了研究和论证，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定性方面，缺 

少量化分析。①2016年高考，山东、安徽、重庆、四 

川、福建、广东共 6省市首次使用文科综合全国卷， 

为更好地了解不同地域考生的实际学习水平，历史 

学科在该年度文综全国卷第 1、Ⅱ卷中设计了一道 

共同题第28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使用不同卷种 

的考生在历史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试题描述如下：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市场上的洋货 日益增 

多，火柴、洋布等用品“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 

所供”。这种状况表明 

A。中国关税主权开始丧失 

B．商品经济基本取代 自然经济 

C．民众生活与世界市场联 系日趋密切 

D．中国市场由被动开放转为主动开放 

本题考点是高中历史主干知识“晚清中国经济 

结构的变化”，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获取历史材 

料信息，并运用所学知识说明和解释历史现象、认识 

历史事物的本质的能力。题千材料描述的历史现象 

是 ：l9世纪中期以后，洋货大量涌人，即使偏僻的农 

村地区，火柴、洋布等日用品在市场上都有供应。出 

现这种现象的历史背景 ，是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以枪 

炮不断打开亚非拉国家的国门，倾销商品和掠夺原 

材料，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近 

代中国亦不例外，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列强对华商 

品输出不断扩大和深入，城乡市场 日益被纳入到世 

界市场体系中，市场上的洋货无论数量和种类都不 

断增多，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 

状况一方面给中国传统 自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使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趋 

密切。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项。 

一

、考生作答结果分析 

从考生作答情况来看，第 28题在 I卷和Ⅱ卷使 

用省份的测试效果均比较好。使用全国 I卷的省份 

为河北、河南、山西 、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福 

建、广东共 10个，其中山东、安徽、福建、广东四省为 

首次使用全国卷，抽样人数共 24958人，实测难度值 

0．633，即63．3％的考生能够答对(客观题的难度，以 

正确回答该题的人数占参加测验的总人数的比率来 

表示)。一般来说难度值在 0．5～0．55的试题是测试 

效果比较理想的试题，根据 I卷使用地区考生的作 

答情况来看，该题显然是一道偏易的试题。Ⅱ卷的使 

用省份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青海、西藏、重庆共10省市，其中重庆市是 

首次使用全国卷，陕西省是首次使用全国Ⅱ卷。从实 

测数据来看，该卷使用省份共抽样 24820人。与 I卷 

抽样人数基本持平 ，实测难度值 0．558，即 55．8％的 

考生能够答对，属于中等难度试题。相较 I卷的测试 

效果，该题对于 Ⅱ卷使用地区的考生而言，明显难于 

I卷考生。 

从试题的区分度来看 (试题的区分度是指测验 

题 目对考生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或鉴别能力)，区分 

度通常在 一1～+1之间，数值越大区分度越好。一般 

而言，试题的区分度在0．4以上表明此题的区分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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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0．3～0．39表明此题的区分度较好，O-3以下则表 

明此题的区分度不好。据表 1、表 2可知，第28题在 

I卷中的区分度为 0．475，在 Ⅱ卷 中的区分度为 

0．404，均在 O-4以上，是一道区分度非常好的选择 

题。 

表 1 课标文综 I卷第 28题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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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标文综 Il卷第 28题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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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图2使用坐标系分别描述了在文科综合 

I卷和 Ⅱ卷中第 28题的难度分布，在图示坐标中， 

用横轴表示参加文科综合考试的考生从0到300的 

各个分数段，纵轴表示第28题的得分率，由图可见， 

总分越高的考生，在该题的得分越高；得分率呈正态 

分布，有效区分了高、中、低三个分数段的考生。观 

察图 1和图2的差异，可以看出使用 I卷的考生在 

该题的得分率分布，总分 180以上者得分率在 80％ 

以上，而使用Ⅱ卷的考生得分率分布，总分200以上 

者得分率才能达到80％以上，说明该题对于使用 I 

卷的考生而言更容易，这与上文中难度的分析结果 

是一致的 

图 1 课标文综 I卷第 28题难度分布图 

图2 课标文综 ll卷第28题难度分布图 

题目的区分度与难度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 

题目的难度过大或过小，区分度会比较低。题 目的区 

分度与测验的信度也有密切的关系，整个测验中题 

目的区分度平均数越大，测验的信度越高。与题 目的 

难度一样，区分度也是以某一群体为被试计算的，受 

所选群体的同质性影响。如果被试的差异很小，一个 

区分能力很强的题 目的区分度指标可能很低；如果 

被试的差异很大，一个区分能力很差的题 目的区分 

度指标也可能很高。就高考而言，考生的能力水平差 

异较大，因此偏难或偏易的试题都会影响试题的区 

分度。但正是由于高考针对的是水平差异较大的受 

试群体，在设计试题时就需要考虑到受试者的不同 

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试题。例如就历史学科而言， 

难度值在 0．65以上的试题，能够比较有效地区分低 

水平和中等水平的考生；难度值在0．3左右的试题， 

对于区分高水平和中等偏上水平的考生非常有效； 

而难度值在 0．5～0．6之间的试题，对于低水平和高 

水平的考生区分效果良好。因此，在一张试卷中，并 

不是所有试题的难度值都保持在同一区间就好，这 

样并不能将不同水平的考生区分开，只有难、中、易 

各层级的试题合理搭配，才能保证整张试卷具有良 

好的区分效果，而通过在不同受试群体的不同试卷 

中设置共同题，则更能看出考生群体之间的差异。 

二、考生差异分析 

共同题的作用在于能够将使用不同试卷的考生 

问的差异和使用相同试卷的考生间的差异有机联系 

起来。一般来说，将分值较大的主观题设计为共同题 

的效果更好，可以直观地了解和比较考生的作答、得 

分情况和思维过程 ，但由于各省在阅卷的操作过程 

中对主观题评分标准的把握存在差异，如果直接将 

不同省市的数据进行比较，就降低了比较的科学性； 

而且就高考这样高利害高风险的大规模考试而言， 

将主观题设置为共同题的泄密风险也更大。而将选 

择题设置为共同题的好处是，选择题答案唯一，不存 

在测不准的情况，分值较小泄密风险也随之下降。 

就 2016年文综 I卷和 Ⅱ卷的共同题第 28题而 

言，I卷平均分为 2．5分，Ⅱ卷平均分为 2．2分，考生 

群体在该题的表现，I卷考生优于Ⅱ卷考生。以该题 

为参照， I卷中难度值在 0．633以下的试题 (共 10 

题)，如果用于Ⅱ卷，难度值势必会低于0．558。而Ⅱ 

卷选择题中难度低于0．558的试题共 8题 (参看表 

3)。如果 I卷中的选择题由Ⅱ卷考生作答 ，那么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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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作答的情况，难度值很可能会低于0．438，这就 

证明了 I、Ⅱ卷考生之间的差异，I卷考生在获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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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方面的水平整体高于Ⅱ 

卷考生(选择题主要考查以上两方面能力)。① 

表 3 2016年高考文综全国 I、Il卷历史选择题难度 

题号 选择题 卷种 

24 25 26 27 28 29 30 3l 32 33 34 35 难度 

I卷 0．18 0．336 0．614 0．291 0．633 0．515 0．663 0-318 0．492 0．559 0．327 0．308 0．438 

Ⅱ卷 0I37 0 463 0．693 1 0．402 0．558 0．585 0．283 0．683 0
． 387 0．371 0．46 0．489 0．479 

基于 2016年的考后难度值数据，笔者对历史试 

卷各题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将历史试卷的 

整体难度系数设定为1，第 41题难度和第40题难 

度与整卷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01、0．869，说明 

这两个题型(即主观必答题)的难度对整卷难度的影 

响最大。如果以客观题为锚题来讨论主观题的难度 

差异，I卷主观题难度值为 0．556，Ⅱ卷主观题难度 

值为 O．385，说明Ⅱ卷考生在描述和阐释历史事物、 

论证和探讨问题方面的能力尚有待加强。 

目前全国卷的使用情况，是若干省使用同一套 

表4 201 6年高考文综全国卷历史科各题型相关性分析 

I 历史难度 选择题难度 材料题难度 开放题难度 选考题难度 
Pearson相关性 1 0．580 0．869** 0．901 0．651 

l 历史难度 显著性(双侧) 0．132 0．005 0．002 0．080 

8 8 8 8 8 

Pearson相关性 0．580 1 0．302 0．225 0．140 

选择题难度 显著性(双侧) 0．132 0．468 0．593 0．740 

8 8 8 8 8 

Pearson相关性 0．869** 0．302 1 0．852* 0．379 

I 材料题难度 显著性(双侧) 0．005 0．468 0．007 0．354 

8 8 8 8 8 

Pearson相关性 O．901木木 0．225 0．852** l 0．648 

开放题难度 显著性(双侧) 0．002 0．593 0．007 0．082 

8 8 8 8 8 

Pearson相关性 0．651 0．140 0．379 0．648 1 

} 选考题难度 显著性(双侧) O．080 0．740 0．354 0．082 

8 8 8 8 8 

在 0．O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试卷，在一定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这对比 

较各省教育水平、衡量新生的教育质量都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②2016年全国卷分为 I、Ⅱ、Ⅲ、Ⅳ卷。上 

文分析了使用不同试卷的考生群体之间的具体差 

异，而实际上使用同一套试卷的不同省份考生之间 

也同样存在差异。表5和表6分别是 2016年文综 

I卷、Ⅱ卷历史试题各题型的平均分与难度统计，由 

表可知，使用 I卷的省份中，客观题(即选择题，总分 

48分)平均分的分差为 2．19分，差距较小，说明考生 

在该题型表现出的能力水平大体相当；但主观题(总 

分 52分)平均分的分差达到 l4．31分，差距较大，其 

中不排除各省阅卷的评分误差因素。客观题和主观 

题一致性较好的是江西 、湖南 、广东等省，考生的成 

绩比较能真实反映实际水平。而在使用 Ⅱ卷的省份 

中，客观题平均分的分差为 5．98分，差距较大；主观 

题平均分的分差达到 22．21分，差距非常大。这一方 

面反映出各省考生之间确实存在能力差异，教育水 

平分布不均衡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各省对评分标准 

①教育部考试中心：((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2016年，第133页。 

②李立峰：《高考分省命题不是改革的必然方向》，《粤海风》2()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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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尺度的不同造成了人为的误差。一些省的客观 

题平均分比较低，但主观题平均分却远远高出其他 

省，造成考生成绩的虚高；而一些省的客观题平均分 

较高，主观题平均分却偏低，也没有反映考生的实际 

水平，应当在今后的高考阅卷过程中加强对评卷教 

师的培训 

表 5 文综 I卷历史试题各省各题型平均分与难度统计表 

客观题 客观题 主观题 主观题 总分 总分 省份 

平均分 难度 平均分 难度 平均分 难度 

A省 19．57 0．41 32．79 0．63 52-35 0．52 

B省 20．23 0．42 20．77 0．40 41．0O 0．41 

C省 21．7O 0．45 35．08 O．67 56．77 O．57 

D省 20．92 0．44 23-35 0．45 44．27 0．44 

E省 21．15 0．44 28．61 O．55 49．76 0．50 

F省 20．64 0．43 22．93 0．44 43．56 0．44 

G省 20．62 0．43 30．57 O．59 51．19 0．51 

H省 19．51 0．41 27．96 0．54 47．47 0．47 

I省 21．O2 0．44 34．82 0．67 55．84 0．56 

J省 20．73 0．43 30．83 0．59 51．56 O．52 

表 6 文综 lI卷历史试题各省各题型平均分与难度统计表 

客观题 客观题 主观题 主观题 总分 总分 省份 

平均分 难度 平均分 难度 平均分 难度 

K省 18．11 038 11．27 0．22 29-37 0．29 

L省 23．65 0．49 25．59 0．49 49．25 0．49 

M省 22．96 0．48 26．11 0．5O 49．07 0．49 

N省 21．78 0．45 13．51 0．26 35I28 O_35 

0省 24．09 0．5O 2O．18 0．39 44．28 O．44 

P省 18．55 0-39 27．76 0．53 4630 0．46 

Q省 22．43 0．47 25．24 0．49 47．67 0．48 

R省 21．92 0．46 27．96 0．54 49．71 O．50 

s省 22．15 0．46 33．48 0．64 55．63 0．56 

T省 18．99 0．40 18．71 O．36 37．69 O-38 

三、高考依照考生群体分卷的必要性 

鉴于恢复高考后全国一张卷的高泄密风险，自 

2004年起 ，全国卷采用一纲多卷的形式供各省考生 

使用 ，最初主要是出于试题信息安全保密的需要。 

使用全国卷并不意味着各省份使用同一张试卷，而 

是实行“一纲多卷”。“一纲”是保证全国统一高考的 

基础，通过“一纲”保证各类型试卷遵循全国统一的 

考试要求，充分体现国家人才选拔要求的一致性和 

公平性。“多卷”是根据不同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平提 

供不同的试卷。由于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 

异、推进高中课程改革进度不一，高中教育教学及学 

生实际水平也存在差异。通过本文对 2016年考后具 

体数据的采用和分析，可以看出各省的考生群体之 

间既有学科能力或素养方面的差异，也存在一些共 

性。针对考生的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类型的试卷能够 

使试题更好地与学生水平相拟合，提高试卷的区分 

度，实现更好的选拔效果。此外，实行“多卷”还有利 

于全国统一考试安全。当前高考作为一项高利害考 

试，组考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 

试卷，有效降低了全国统一高考的安全事故风险。 

随着考试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过 10余年 

的实践与探索，全国卷的卷种和考试内容已经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新一轮高考改革要从“2015 

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总体目标 

是“到 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 

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 

生模式”，可见一纲多卷依然是未来高考的主要形 

式。但分类依据已然不仅仅是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 

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考生群体的差异和需求。面对命 

题格局的重大调整，考试中心曾多次赴相关省份开 

展调研工作 ，了解各地教育教学情况，指导做好命题 

调整和复习备考的准备工作，确保命题调整工作平 

稳顺利。在坚持统一考试大纲的基础上，2016年全 

国卷又增加了1套，共命制3套“3+文综／理综”试 

卷、1套“3+3”试卷。各套试卷的命题依据、考试标 

准、试卷形式等方面均保持稳定。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省份仍继续 

依据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实行分省命题，形成了全 

国统一命题和少数省市 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新格局， 

这～安排既是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及高中课程改革 

试点的保障，也有利于促进高考命题水平提升和推 

进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高考命题在坚持正确的改 

革方向的同时，需适当考虑众多学校的实际情况和 

考生的实际水平，慎重把握改革的力度和步伐，稳步 

推进，使新高考与新课改实现良性互动”。① 

①毛竞飞、盛兰芳、李金波：《高考成绩群体差异性分析》，《现代教育管．~}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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