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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基础知识和课本主干知识的考查 □关注现实，重视考

查社会热点问题，关注社会进步的科学价值 □突出新课标，

更新理念，突出过程与方法的考查 2007年高考文综历史(全国

卷Ⅰ)试题在注重对基础知识考查的同时，关注社会热点，贴

近生活实际，材料新颖，时代感强，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学科

特点，对历史基础知识、分析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都有一

定考查。与去年相比稳中有变，选择题的难度有所提高。 今

年高考文综历史(全国卷Ⅰ)继承了2006年文综历史(全国卷Ⅰ)

加强对基础知识考查这一特点，尤其是选择题，呈现出基础

、朴实、小有变通的特点。如13题考查对武则天统治的评价

，要求理解“社会之革命”；18题对“民教冲突”的考查，

实际要求掌握不同时期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在考查中，这些

题比去年试卷更注重对基础知识细节的理解，而不是简单记

忆，特别是选择题题干简洁，题支区分度较小，这要求考生

对基础知识理解的准确性，在平时复习中必须重视课本，认

真读书、加强理解、记忆，就能得出正确结论。 历史课本上

的主干知识，一般也就是重点知识，是文综历史考试的主体

，在今年的试题中体现也比较充分。命题坚持了重视主干知

识的命题原则，所考查的内容都是高中阶段应掌握的主干知

识，如对古代帝王的评价、中国军队编制的变迁、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工业革命、战争与和

平等都是高中阶段的主干知识。同时依据主干知识、引用课



本之外相应的素材，从而形成新问题、新情景。这些都是在

平时教学和复习中应该反复强调的问题。 近年来文综历史试

题体现出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不再刻意回避重大时事问题和

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表现在历史学科大都是隐性的。

今年高考文综历史(全国卷Ⅰ)不仅涉及热点问题，而且是以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为立足点进行考查的。比如涉及到

古代的北京、战争与和平问题，还有与中国发展有隐性关系

的工业革命等。试卷比去年更突出地反映了历史学关注当代

中国发展、社会进步的学科价值。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

历史学科高考命题逐渐从考查历史知识的广度向考查历史知

识的深度转变，从考查历史问题的结论向重视历史问题的认

识过程转变，要求考生从文明的角度理解、阐释历史。今年

的试卷不是单纯停留在“存在”的层面，而是深入到“认识

”层面。如23题考查工业文明给欧洲带来的结果，还有40题

考查古都城市文明。突出文明史的考查，突出过程与方法的

考查，体现了新课标精神和理念，这也是试题的鲜明特色。

题目考查了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以及辩证思维的能力，突出

高考为大学选拔人才这一主要任务。 综观今年文综历史(全国

卷1)命题特点，对如何科学、高效的备考有以下两个方面的

启发： 第一，构建知识网络体系，可以帮助考生理解记忆和

运用知识。高中历史课程的特点之一就是有比较系统完整的

专题来构成学科体系。高考就是考查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体

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只有形成知识体系，才能比较清楚地

了解历史知识的全貌。 第二，历史学科的学习是有一定规律

可循的，把握了这些规律，有助于系统地掌握知识，形成一

定的思维模式，可以大幅度提高识记、理解、分析、概括、



归纳和综合说明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举一反三、提高学习

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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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