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点
卷试

12 KAOSHIYUZHAOSHENG

目前，无论是全国文综试卷中的历史试题，还

是推行“3+3”“3+1+2”新高考改革省份的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历史试题，在增强试题开放性方针

的指引下，全面对标高考评价体系和课程标准，开

放性试题呈现出与往年不同的显著变化，备考师生

应高度关注并做好相应的备考方略。

一、开放性试题的新变化

（一）试题主旨凸显核心价值

新时代的开放性试题都旗帜鲜明地贯彻立德树

人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引导学生增强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如 2021 年全国乙卷第 42 题和山东卷第 18

题，都通过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发展成就，引导考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增

强道路自信。

2. 加强品德修养，发扬责任担当和奋斗精神

如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山东卷第 17 题，分别

以《少年中国说》和《小英雄歌》为主体材料，激

发学生为中华复兴而励志奋斗的社会责任感。

3. 体现“五育并举”目标，培养健康情感等

如 2020 年北京卷第 17 题和 2021 年北京卷

第 19 题，分别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和

15-17 世纪中国和西方自画像的情境创设，融合

音乐、美术等美育教育，引导学生培养高雅的审美

情趣和良好的审美意识。

（二）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深度融合

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逐步构

建以考查学科核心素养为重心的评价体系。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由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

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五部分组成。当前全国卷和各省卷

中的开放性试题实现了与核心素养要素的深度融合。

有的试题综合考查多项核心素养。如 2021 年

全国乙卷文综第 42 题，试题情境是中国共产党

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部分重要会议示意

图，要求考生任选图中两次会议，简析其间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并说明原因。试题将唯物史观、时空观

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融合为一体，体

现了鲜明的素养立意。

有的试题则以考查一个素养为主，兼顾考查其

他素养。如 2020 年山东卷 18 题，说明《一个村支

书的工作笔记》中节选内容的史料价值，突出考查

史料实证素养；2021 年海南卷第 23 题，要求考生

运用唯物史观论述 19 世纪 50~70 年代东西方世界

发展的不同进程等。

（三）情境设置、设问方式更显多元创新

1. 试题情境材料更加多元

除常见的学术情境材料外，还有创设学习情境

的，如 2021 年湖北卷第 20 题，以“历史的变革与

延续”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的学习笔记；有社

会生活情境，如 2020 年全国Ⅲ卷第 42 题，1995

年江浙部分农民择业意向调查统计表；还有综合性

情境材料，如 2021 年江苏卷第 18 题，由 1850 年

大不列颠工业地图和 1780 年至 1851 年英国出口

增长表两种形式的材料组合而成。

2. 设问方式和作答方法有传承更有突破

2020 年和 2021 年全国和各省试卷的开放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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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数设问和作答还是要求提取信息、自拟论题

或观点、阐述论证，但有些试卷中试题的设问角度

有了新颖的突破。如 2020 年山东卷第 19 题第 1

问，要求编写一幕发生在 17 世纪伦敦咖啡馆内的

人物对话场景，考查考生合理想象与文学创作的能

力素养；2021 年全国甲卷第 42 题，要求考生动手

在地图中画出卫所集中的区域，考查考生合理想象

和推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其他类型试题增加了开放性设问

1. 其他题型中增设开放性设问

如 2021 年全国文综乙卷第 41 题为综合题，第

3 问依托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

题干材料，要求“简述撰写史书应该包括的要素”，考

生可以发散思维，从不同角度合理推论，其作答实

现了相对开放；该卷第 47 题第 2 问依托冯道本人

自评和新旧《五代史》对冯道的不同评价，要求“简

析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引导考生从不同角度认

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具有了开放性的意向。2020 年

天津卷第 18 题第 2 问，要求围绕 1919-1939 年

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或历史人物构思一幅历史漫

画并加以说明，赋予了考生在规定时空范围内自主

选择主题和内容的权利。

2. 开放性设问向选择题型拓展

开放型选择题的特征：“题干是对史实的陈述

而不是问句”“选项是论述式的而非结论式的”“所

有选项都不是完全错误的，而是反映历史真实方面

的程度不同”。如 2021 年全国乙卷第 30 题：

土改后，太行山区某农民要买一头驴，谈好价

钱后，他表示要回家和妻子商量，理由是“我们村

上好多人家都立下了新规矩，男的开支一斗米以上

要得到女人的同意，女人开支二升米以上要得到男

人的同意”。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当时解放区

A．男尊女卑观念消亡

B．家庭成员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C．按劳分配得到实施

D．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被颠覆

简析：B 项符合题干中夫妻双方对财产使用都

有支配权的重要信息，反映了解放区妇女地位的提

升。材料虽然也体现出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和传统社

会伦理秩序的改变，A 项和 D 项也并非完全错误，但

表述过于绝对，导致与时代史实不能完全符合。题

干材料也涉及分配问题，但是家庭财产支配问题而

非按劳分配原则，故 C 项不选。

此种被称作程度型选择题的试题在 2021 年高考

试卷中大量增加，成为今后选择题命制的侧重方向。

二、相应的备考方略

（一）构建巩固完整的知识体系，深化对必备

历史知识的认知

1. 完善知识体系

考前能够掌握完备的历史知识体系是作答的基

础。如 2020 年全国Ⅰ卷第 42 题，要求自拟一个

能反映中国古代某一历史时期时代特征的书名并运

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这需要考生对中国古代历史

重要时期的阶段线索和特征有完整清楚的掌握。因

此，建议各位考生通过构建历史时空轴、年表、知

识树等方式重新梳理夯实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体

系、阶段特征和重要历史专题，在头脑中形成条理

化的历史知识。

2. 扩展知识视野

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的学生，应通过查阅权威

历史著述，对重要考点知识进行适当学术化的深入

扩充，拓展知识视野，以便在作答时能够调动更为

典型、具体、系统的历史知识，进行更为精准和专

业化的表述，作出更高层次的结论。如 2020 年天

津卷第 17 题，要求简评近代以来一位杰出的留学

归国历史人物的志向情怀和历史贡献。如果考生之

前读过詹天佑、钱学森、邓稼先等人的传记，熟知

An ignorant man is like a piece of barre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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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事迹和贡献，作答此题就较为容易。

3. 挖掘乡土资源

新高考省份的试题为体现地域特色有时会挖掘

乡土资源进行命题，故新高考省份学生考前应关注

本省历史资源，尤其是省内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遗迹，如历史上第一条

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第一个举起社

会主义大旗的李大钊、中共中央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

所西柏坡等，应熟悉其内容，掌握其历史地位和影响。

4. 掌握与核心素养要素相关的必备知识

因为开放性试题与核心素养深度融合，所以

考生要系统掌握核心素养要素自身包含的必备知

识。比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等原理；历史年代和纪年的各种表达方式，如

年号、干支、公元等纪年方法；中外历史上一些常

用的地域空间概念，如“中原”“西域”“中东”等

具体方位；史料的基本类型和相应研究价值，如日

记、遗址等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考查史实真伪的基

本方法，如孤证不立原则、旁证法、反证法等；正

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一些具体观念表述，如正确

看待古代北方一些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等。

（二）研习真题，把控思路

考前应当分门别类地认真研习近年来全国和各

省卷中的开放性试题，可以坚持每天定时闭卷作答

一道，然后与示例对照揣摩，熟练掌握各类开放题

型的一般解题思路和作答模式。

如 2021 年全国乙卷第 42 题，是典型的提取信

息说明类开放题，它的设问是：“从图中任选两次

会议，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次会议间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说明其原因。”考生完整作

答必须依次完成下面四个环节：

1. 列出提取的信息。

2. 表达自己的观点。

3. 联系史实论证上述观点。

4. 总结升华。

如下面学生的作答，完整地实现了上面的作答

环节：

（三）表述完整，书写工整

考生作答时应研读题干设问后面的作答要

求，遵从要求完整作答，切勿因缺失要求中的环节

而导致失分。如 2021 年全国乙卷第 42 题，作答要

求是：明确列出两次会议，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

证充分，表述清晰。而一些考生作答时急于求成，一

开始就展开论述，缺失了“列出两次会议”或“表

明观点”环节，导致步骤性失分。

（四）“画龙点睛”，结论升华

在开放性试题作答的总结部分，应避免简单重

复前面的论题、论点，可以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运

用专业术语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或阐述后世影响或

指出现实意义等。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100 周年

和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精彩论

断，在作答时将其恰当地运用到总结论证中去，能

起到画龙点睛的升华效果。

（审稿：刘连军）（本文责编：牟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