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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5B_E8_80_8

3_E7_82_B9_E6_A2_B3_c65_105328.htm 一、题型特点 图表式

论述题的图表一般由“表题、图表(图表的形式常见的有表格

式、坐标式、“图饼”式三种)、注释”三部分组成。设问通

常是由2－3个小问组成。常见的设问方式有： (1)表一、表二

分别(或共同)反映了什么经济现象？ (2)表一和表二有何内在

联系？ (3)请你谈谈对表格所反映现象的认识。 或根据材料设

定其它问题。 图表式论述题命题的特点是(1)材料是当年国内

经济热点和经济常识重点知识的结合。熟悉和掌握当年的经

济热点，把它们和经济常识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是我们做好

此类论述题的前提；(2)它一般是通过图表内容的比较来说明

一些经济原理。如：过去和现在的纵向比较，事物之间的横

向比较，通过比较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反映差距。然后

去探讨变化、发展的原因以及解决差距的办法。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能从图表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3)图表式论述题

对于所用原理的需求，已不是单一的原理，也不是限于某一

课的知识，而是要求综合运用，要求对知识融会贯通，在深

刻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二、解题技巧 表格式论述题对同

学们的“提取有效信”“审题、读题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对设问回答得好坏往往取决于审题、读题的准确。要按

照带着问题读材料的思路进行。审题要先审设问，后审材料(

图表)，这样可以增强读材料的目的性。 审设问 1．宏观把握

设问之间的关系。图表题的设问一般由2－3个小问组成。我

们要养成先通读后设问的良好习惯，从宏观上把握设问之间



的关系。设问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并列关系，各小题围绕中

心相对独立；一种是递进关系，层层深入，其基本顺序常是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从宏观上把握设问之间

的关系可以避免答案错位。 2．微观具体分析设问要求。对

每一问都要“咬文嚼字”，把握范围、程度、本质等，根据

设问组织答案。 第一问：一般问的是图表反映了什么经济现

象，这时要特别注意看清题目问的是图表“分别反映”了什

么经济现象，还是“共同反映”了什么经济现象。答案不仅

要写出图表反映的表面现象(即将图表语言转换成文字语言，

实现由定量到定性的转换)，还应指出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深层

次信息和隐藏的信息及本质性问题。 第二问：一般问的是

表1和表2间有何联系，2000年全国卷第38题(2)、2004年广东

卷第39题(2)都对图表间的联系单独设问。一般来说黑穗病有

之间的联系主要包括四种情况：①原因和结果的关系；②一

分为二的关系；③整体和部分的关系；④前后相继的关系。

其中又以①②两种较为常见。 第三问：一般要求结合图表、

文字谈认识。一般做认识类题目的解题思路是：是什么，为

什么，有何意义和后果，怎样办。要根据题目要求，特别要

从所给材料或图表提供的信息角度进行分析，切忌漫天撒网

。如果没有限制，则可以展开论述。在答题时要注意将材料

和课本原理结合起来，避免材料和原理“两张皮。” 审图表

1．读图表的标题(表格名称)。图表的标题反映了图表的主题

或中心，把握住图表的标题，联系图表内容就不会犯“方向

性”不同表格名称中的相同、相近或相关联的中心词，往往

就是本题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同时图表的标题又对作答起

到提示、指向和限制作用。 2．读表格内的项目和数据等内



容。这是答案的主要来源。对表格内容要进行纵向和横向对

比，从比较中找思路、观点，特别要注意内容的内在联系，

从定量到定性、从现象到本质、从材料到观点。审读图表类

论述题的关键是能从对比中发现问题、发现变化、发现差距

。纵向对比用来说明变化(如有了较大的增长或减少)，横向

比较用来说明两者的差距。当然，并非所有的图表题都存在

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但所有的图表题都有对比，都是想通

过对比来说明一件事、一些道理和观点。 图表材料中有些年

份有特殊意义，要准确理解。如：2001-2005年是“十五”计

划时期。某些特定年份所隐含的知识对正确理解图表的中心

观点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3．读表注(备注)。表注使图表的含

义得到全面深刻的表达，往往对答题有较大的影响。解释性

的备注是对图表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依据，补充性的

备注则是组织答案不可缺少的来源之一。 要真正熟练、灵活

地掌握图表类论述题的答题技巧，还应多练习和多总结。要

多研读、体会近五年来高考试题中的图表式论述题。通过对

高考试题及评分标准的研究和学习，找出高考试题命题以及

标准答案具有的共同特点，研究高考命题的方向和原则，研

究高考答案要点的拟定规则，在此基础上自己再总结提高，

把握答题规律．做到熟能生巧，举一反三。 三、同学们的常

见问题： 1. 没有找全题眼，漏了某些“数据”“注解”。 2. 

没有认真注意表格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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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