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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8A_c65_606535.htm 今天的历史学在重新思考一些

旧有的问题，并且得出了一些富有影响力的成果。2009年上

海秋季高考历史卷体现了在新的研究视野下理解与处理知识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指导思想，跳出简单地复制

知识或者重现知识的传统命题模式，做到化知识为方法，融

知识为价值，使试卷既贴近目前的教学实际，又能够引领中

学的历史教学。 具体到历史的试卷来说，我们力图站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和“全球史”的视角上，重新思考中国与西

方世界，思考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态度，思考外部世界

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重新思考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体所构

建起来的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模式以及基于“文明”与“野

蛮”这种独特的两分法的“文明观”。这样的“文明”研究

或者说“文明观”研究既是符合目前国际历史学研究的取向

，也是目前我们在教学中非常重视的历史观。同时，在中国

成长、融入世界过程中，“文明”问题更是每一个合格的中

国公民所必须面对、思考的基本问题。例如在中国成长的背

景下去理解世界历史上的权力体系转换，理解世界历史进程

中英、德、美之间的权力更替，了解文明交往过程中的冲突

、差异。总之，历史的考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球化意识和

现代公民意识，使他们能理解中国，理解世界，在全球化背

景下思考文明交往模式和重建起新的文明交往模式。 在这样

的指导思想下，试题体现了如下特点： 1、“学术性”与“

普及性”并重，实现从“史学”到“学史”的无缝衔接 “学



术性”，即指试题要富含学术底蕴，其背后有深厚的研究功

力和恢弘的学科视野做支撑； “普及性”，即指在试题必须

找到合适载体和路径，使试题的“学术性”有效地转换为学

生可接受、也乐意接受的形式，并最终落实在教材中的“知

识点”上，实现由“史学”到“学史”的无缝衔接，达到“

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平稳。以往考查历史知识基本上是

以“事件”为中心而加以提炼和梳理的，今年的试题努力从

新的、更高的学术维度即“历史研究方法”来对历史知识加

以提炼和梳理，以“方法”带动“知识”，以“方法”激活

“知识”，以“方法”聚合“知识”。例如第32、35题，利

用“以图证史”和“私人生活史”这两种方兴未艾的史学研

究新方法，以这两种史学研究新方法为中介和载体，学生有

效地激活并聚合了他们关于英国清教革命和中国当代社会变

迁的历史知识。虽然考查的知识点并没有变化，但是统领这

些知识点的学术维度大大提高了，这样，在做题的过程中，

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概念、新潮流，

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维品质和研究能力。 2、历史就

在身边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即“人人都

是历史学家”。在过去以“政治军事史”为历史研究主轴的

时代，只有王侯将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才能成为重

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书写者，但“人人都是历史学家”这

一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对传统的王侯将相史观的颠覆，意味

着研究视野的下移，意味着社会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兴起，

意味着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成为历史研究的有意义的对

象，它们都能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并反映出宏大的社会历

史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在身边”，每个人都



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试题大量

使用了身边的“新史料”，如第23题公私合营公司的股权证

，第18、22题的竹枝词和童谣、第25题的香港警察的话、

第35题下岬村的田野调查等等。这些试题可以有效地提升学

生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引导他们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

身边的事态体悟历史变迁。 3、情感价值观的培养 作为人文

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一个支点，历史教育具有培养民族认同感

、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大功能，今年历史试题凸显了历史教

育的这一特点。虽然有人提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虽然

历史学是一门基于严格的史料考证的科学，但是史料不仅蕴

含着客观的史实和知识，同时也蕴含着主观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判断，在这种意义上，史料不是死的，冷冰冰的，而是活

的，饱含温情的，这就意味着史料的取舍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选取材料的过程中尽量实现史料的社会评

判功能。因此，试题不仅着眼于考查、检验学生的知识储备

，还要着眼于培养和熔铸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

例如第31题对于儒家文化的探讨、第33题对于19世纪中叶佳

士得拍卖品清单的使用、第37题对于上海会审公廨的评价，

不仅考查了书本上的知识点，而且在做题的过程中也潜移默

化地加深了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提升了他们

的爱国情操，涵养了他们的民族情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内容的理解中，加深了对中外文明交

往模式的理解。 4、凸显上海特色 上海在近代历史上占据了

重要地位，试卷同时也努力塑造上海的地区认同。如选择题

第20题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

序幕，凸显上海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领风气之先的



特点；第29题以近代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欲筹赛会之区，必

自上海始”的观点，凸显了上海自近代以来作为国际大都市

的潜力和特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必须培养上海公

民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意识，第34题以“英国世纪”向“美国

世纪”的转换为切入点，重点考查世界范围内权力格局的变

迁的认识 ，引导学生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一个国家的兴衰

变迁。 5、改善评分方法，强调分层评分，引导教学 在考试

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尽量考查最基础的知识，以核心知识为

基础，在历史视野和能力目标的纬度上进行深度挖掘以区分

学生，而不是简章地通过考一些冷僻生疏的知识点来拉开区

分。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言，各个知识要点之间是存在等级

差异的，有些属于与问题关联度大的“核心知识”，有些则

是与问题关联并不直接的“边缘知识”，如果按照传统的采

点给分的方法，则无法体现学生对历史内容把握能力的差异

。今年对简答题采用了分层评分的方式，答到核心知识的给

高分，答到边缘知识的给低分，一方面使评分方式更趋合理

，同时引领中学历史教学突破那种面面俱到、浮于表面的教

学模式，而更注重对知识的分层和对内容的差异化理解，把

握那些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影响的核心知识。 最新2009年

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

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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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