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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历史学科试题的主要特点 １． 重视主干知识和基础知识

的考查 ２００４年全国Ⅰ、Ⅱ卷及各地文综历史学科试题除

个别考点超纲外，所考查的知识要点绝大部分均为基础知识

，是考生必须掌握的主干知识。其中，全国Ⅰ卷、北京卷、

天津卷和江苏卷都涉及到东北问题；全国Ⅰ卷、北京卷和天

津卷均考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天津卷还为此先后出现

了两组相关题；北京卷和天津卷在“欧共体”问题上也重复

命题。 ２． 研究性学习试题初露端倪 北京卷第３７题，要求

学生以北京屈辱史的范例，写两个有关北京抗争篇、新生篇

的资料卡片。这实际上就是把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引入到高考

命题中的尝试，标志着历史学科开始在文综高考历史试题中

“崭露头角”。它将对高考命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３． 主要

是新历史情境的营造来测量能力 情境营造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如全国Ⅰ卷第１８题出示了一幅西夏木活字（佛经）印本

，第１９题出示了一幅宋代济南齐家功夫针铺印记（广告）

，第３７题则出示了西方人公元１年、公元１５００年、公

元１８００年对世界范围了解情况的示意图，要求学生分析

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摆脱相对孤立，联系不

断加强的趋势。三道题选用了五幅图，有历史拓片图、照片

和地图，立意新但落足点低，有很强的人文性。北京卷１７

题推出三幅图片材料，要求学生通过材料的分析，确定是宋

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第３７题要求学生编辑北京地



区“人权历史报告”的资料卡片，使学生感受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命题者命题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４． 不

回避热点焦点问题 这点从全国Ⅰ卷和江苏卷文科综合题都考

查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便可以看出。一般认为，热点

焦点问题比较容易被猜中，故命题者都竭力回避，但２００

４年却“挺身而出”、“毫不畏惧”，体现了命题者的勇气

和决心。另外对人权考查、对铁路与工业化的考查、对中国

关系的考查、对能源问题的考查、对科学技术和科技革命的

考查、对欧共体成立与欧洲统一的考查，也大多是热点焦点

问题的正面切入，这种命题思路改变此前高考命题“侧面接

触”、“打擦边球”的作法。全国Ⅰ卷第３８题中考查的“

蓝色国土”，也是直面热点焦点问题。 ５． 试题的难度适中

，基本无偏题、怪题 纵观全国各地试卷，除江苏卷相对普遍

容易、北京卷只有１／３左右分值的题容易外，其他试卷基

础题都控制在约４４～５３％之间。全国卷和各地高考卷降

低试题难度的主要措施是减少材料选择题、最佳选择题、组

合选择题的数量，增加限制性选择题的数量。因此，大多数

试题的难度有较大程度的下降，除少数试题超过《考试大纲

》规定的范围外，基本没有偏题、怪题，对广大考生而言，

试题的亲和感较强。 二、从2004年高考试题看历史学科的学

习 纵观全国历史高考试题，要求学生在学习和复习过程中，

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１． 继续重视基础和主干知识的复习 由

于高考考查的重点绝大多数是基础知识，特别加强了对主干

知识的考查。因此，必须坚持夯实“双基”、把握主干、以

能力为核心的复习思路。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的确定方法有

三：（１）每章节的重点和难点。（２）当年时事热点问题



。（３）政史地三学科交叉知识。如：人口、近代化、可持

续发展、三农、环境、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三次科技革命

、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布局和发展等等。 ２． 培养记忆重大历

史事件的能力和方法 如：全国Ⅰ卷第３９题第（１）小题要

求回答“一五”计划的内容，结果失分的考生很多。其实理

解了“一化三改造”这几个字，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而第

３７题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和如何面对，考生只要有“既是

机遇又是挑战”的观念就能够自如应付。从目前文科综合高

考发展趋向来看，许多试题的答案“原封不动”地出自教材

，有一半左右的试题通过背诵记忆就可以解决，因此学会、

提高记忆方法和能力对提高考分非常关键。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