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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6_B0_c65_646477.htm 高考改革后，试题命题的基本

思路、题型设置和大体框架都会以宁夏高考试卷为样本。至

此，我们要了解2010年高考历史的考试范围，试题结构，什

么是重点考查的内容，如何制订总复习策略。 一、考试范围

：必修1《政治文明历程》、必修2《经济成长历程》、必修3

《文化发展历程》，以及属于选考范围的选修1《历史上重大

改革回眸》、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选修4《中外

历史人物评说》。 二、试题结构：与以往相比，新课程下的

历史高考试题在试题数量、问题总数、文字阅读信息量等方

面变化并不大。选择题保持原有题量不变，共12道。主观题

稍有变化，保留一道科内综合题，将跨学科综合题替换为一

道选做题，即在三个选修模块试题中选做其中一题。 三、考

查内容：依托主干知识，突出能力考核。新课程高考的考核

目标突出强调实现对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相

统一的考核。为了更加全面、充分地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和

知识迁移能力，新课程高考命题更加注重： （1）材料形式

多样，重视情境创新。以史料为中介，感知、认识逝去的昨

天，是历史认知的突出特点。新课程理念下的历史高考试题

中的材料形式多样：有数据表格、文字、图片等。主观性命

题加强对学生材料信息提取、比较分析、概括思维能力的考

查。“历史命题不拘泥于历史教科书的具体表述，古今贯通

、中外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重视‘新材料’‘

新情境’的创设与运用”。高考命题体现出设问的多向性、



切题的灵活性、内容的开放性。 （2）转变史学观念，突出

综合运用。新课改以来史学观念的转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高考的命题思路，最近几年的高考命题体现出对文明史观、

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综合运用。另外试题考查内容更加

全面而富有情趣，注重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从大众化

、世俗化的社会生活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历史。 “历史给我

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新课程高考中还渗透

着对人文素养的考核，试题适当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关

注社会热点，即通过以史为鉴，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体

现时代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总复习策略 1.转变观念

，顺应高考转型。用课程观取代教材观：仔细研读课程标准

，理解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史观要转变：不再

是唯物史观“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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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