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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 "##$% "

采撷历史图像 编制新型试题

# 四川成都教育学院政史系 冯 一 下 & ’(##)$ *

在注意征引文字材料的同时，重视图像材料的

采撷和使用、编制图文并茂或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

的图像型试题，是进入新千年后高考历史试题 &含文

科综合能力测试卷中的历史题目 * 一个引人注目的

特点。高考历史上海卷领风气之先、最早进行这方面

的探索、命制出“百年上海”、“秦汉砖、瓦、画像石”等

上乘好题。全国卷紧随其后，"##! 年“文综”卷出现

“长城题”等题目，颇受各方好评。笔者认为，图像型

试题的出现绝非偶然，以下三点是其出现的主要原

因：第一、这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返朴归真的必然

结果。历史并不是由一条条结论构成的。历史考试不

能只考历史教材上的现成结论。历史是真实、具体而

丰富的。借助史料中介再现、感知、认识和反思历史，

是学习历史的最基本的途径。在史料中，文字材料和

图像材料是最重要最常见的两种。图像材料的优点

是真实、直观、形象。引图像材料入题可使历史试题

具有更鲜明的学科特点。第二、这是高考历史命题改

革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深入转化的必然产

物。将图像作为历史试题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材料，为

能力考查提供了更广阔更合适的空间，并促使能力

考查的重点转向创造能力。第三、这是新的阅读方式

和风气在高考中的反映。媒体上说，当今世界已进入

“读图时代”。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阅读的这一走向自

然会影响考试题目的走向。由此可知，图像型试题的

出现有其必然性。

图像型的出现促进了高考历史命题改革的发

展，因为，它不仅丰富了试题的外在形式，而且引起

试题内在的质的变化。首先，这种新型试题实际上是

设计出一个个微型研究课题，要应试者按一定的要

求循一定的方向去探讨、研究，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自己获得的结论表述出来。这样一来，解答过程就成

了应试者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其次，这种新型试

题，无论是结构，还是征引的材料和答案，都是开放

的。它一般没有“标准答案”，更拒绝“惟一答案”，凡

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者均可得分，甚至得到高分。最

后，这种新型试题对应试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能力考查的重心已转移到创新能力上来了。创新

能力的高低与成绩的好坏必然成正比。总之，在图像

的背后，潜藏的是研究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本质特

征。这种试题代表着高考历史命题改革的发展趋势，

有明显的导向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今后会继续出现

在高考试卷上。对于大型综合性题目，我们有充足的

理由说，今后恐怕是“无图难成题”了。

图文并茂或图像化的试题，同学们以往接触不

多，要了解它适应它需要一个过程。为帮助大家把握

这类试题的特点，提高解答这类试题的能力，特设计

几个例题供同学们参考。希望能抽空练一练，并做到

举一反三。

【例(】参观考察是学习历史的好方法，让我们到

乾陵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 * 去作一次短暂的

“考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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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客使图

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壁画

图四 打马球图 章怀太子墓壁画

图二 乾陵无字碑

碑体高大，初立时无

字。武则天希望她的过功

是非由后人评说。

图五 宫女图 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壁画

图六 宫女图

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

墓石刻 &摹本 ’

请回答：

(% 根据图一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乾陵的位

置。

#% 你认为应怎样评价武则天) 请写出三、四个

关键词。

!% 对图三画面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说。

"% 图三、图四反映了唐朝什么样的历史阶段特

征)
*% 根据图五和图六，说说唐人心目中“美女”的

形象特征 &写出两三个关键词 ’。
+% 作为我国古代保存完好的著名帝王陵墓，乾

陵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些人主张对它进行发掘，

一些人反对发掘。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例 #】坐具是常用家具之一。请观察下列图像

中的坐具，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代画像砖上的坐具

图一 汉代讲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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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凳

图三 北朝壁画 ’摹本 (

图四 宋墓壁画“宴饮图”’摹本 (

图五 用进口珍贵木料制作的明代坐具

紫檀椅 紫檀瓷面圆凳

图二 《女史箴图》’局部 (

图七 意大利式沙发

图六 清末民初上海西餐厅中的坐具

材料二 两晋南北朝绘画中的坐具

材料三 宋明时期的坐具

材料四 近现代的两款坐具

请回答：

)& 根据图一，说明汉朝人以什么做坐具*
#& 根据图二和图三，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坐具

的特点，并指出“胡床”等高脚家具来自何处*
!& 根据图四和图五，说明宋——— 明时期坐具的

流行式样。明代制作高档坐具的进口木料来自哪一

地区*这说明什么*
%&“西学”包括哪几个层面* 根据图六和图七，说

明“西学东渐”对我国坐具发展的影响。

"& 综观我国坐具演变史，你认为影响我国坐具

发展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今后我国坐具发展的趋势

是什么*
【例 !】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对国家的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请有选择地使用本题提供的图像资料，自

拟题目，并以“开放”和“封闭”为关键词，写一篇

"$$—+$$ 字的历史短文，论述中国历代对外政策和

对外关系的特点及其影响。

第一组 汉代图像资料

椅 子胡床 ’交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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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广州十三行

图八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图十 深圳城市雕塑———“拓荒牛”

图一 长江三角洲略图

第四组 清代图像资料

第五组 当代图像资料

【例 %】长江三角洲经济活跃，经济实力强大，它

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请根据

下面的地图和图像回答问题。

图十一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试 题 集 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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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历史人物照片

请回答：

’& 根据图一，按行政区划说明长江三角洲的范

围，并指出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区中的地位。

#& 图二和图三的墓葬和庙宇在长江三角洲的哪

座城市里(说出南宋时该城的名称及地位。

!& 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出发地在今何处(请根

据图四对郑和远航船队加以描述。

%& 图五的情景出现于哪一年(《南京条约》规定

开辟长江三角洲的哪些城市为通商口岸( 什么条约

规定将南京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

)& 图六的三家上海近代企业、从所有制的角度

看，分别属于什么性质(
*& 根据图七回答问题：

!这位女性是谁( 她是长江三角洲哪个城市的

人(她的穿着打扮说明她曾在哪里学习和生活过(
"应如何评价她(请写出四五个关键词。

#鲁迅在一部作品中，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一个

革命者的形象。这是哪一部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是

谁(
+& 以新疆轮台为始站的西气东输工程，末站在

哪里( 这一工程对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

什么意义(
,& #$$! 年 * 月 , 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中国桥

梁建设史投资最大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动工修建。请

回答：

!你认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设计和建设，应追

求和创造哪些方面的价值(
"杭州湾跨海大桥投资巨大。在企业投资的项

目资本金中，’+ 家民营企业的投资占 )$& #*- ，其

中，大股东杭州宋城集团的总投资额为 ,& ! 亿元。这

些情况说明了什么(

参考答案 .评分办法 /

【例 ’】’& 陕西乾县县城北。#& 女皇帝、促进发

展、篡权、专断等。!& 唐朝官员引领外国使节，去见

太子 .答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使者亦可 /。%& 开放。

)& 丰满、开放、端庄等。*& 观点之一：应该进行科学

发掘，这样可以为我们研究唐朝历史提供大批翔实

可靠的资料，并使这里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旅游

热点。观点之二：不应进行发掘。文物是不可再生资

源，乾陵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

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世界，我们的责任是完整妥善地

保护它。况且，现今科技水平有限，弄不好“发掘”就

成了人为的破坏。目前，国家资金人力有限，仅抢救

性发掘都顾不过来，没有必要去发掘乾陵这类保护

很好的地下文物。观点之三：从总体上说，乾陵应保

护而不是发掘。但为了更多地了解它，更好地保护

它，也可以对它进行小范围的 .如陪葬墓等 / 调查性

勘探。

【例 #】’& 席子和矮榻。#& !席子和高脚坐具并

用。"从“胡”字可以推定，高脚坐具是由少数民族或

由西域传入内地的。!& !高脚坐具。"南洋。郑和

下西洋后，我国与南洋联系密切，木材等物资大批进

口。%& !器物 .物质 /、制度和思想意识三个层面。"
西式坐具传入我国，并使我国传统坐具的设计制作

发生重要变化。)& !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基础；人

们追求坐的舒适 .生理上的需要 /，对坐具的要求不

断提高，推动着坐具的发展；国内各民族间的交往和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坐具的发展等。"多

样化，舒适化，更多地运用新的设计理念和更多地使

用新材料新技术，更加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等。

试 题 集 粹



!"

历史学习 #""!$ #

【例 %】本题评分办法：根据观点、材料和文字表

述三大方面，按优、良、中、差四个等级评定卷面成

绩。对优等卷的要求是：&$ 观点正确。!指出汉唐宋

元时期的主动开放，加强了中外交流。促进了我国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抑制了

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落伍的重要原因。#清

朝后期被动地对外开放，一方面损害了中国领土主

权的完整，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可截取历史时代

进行论述，不必面面俱到 ( #$ 材料选取恰当。一定要

使用本题提供的图像材料，数量适中，剪裁合理甚至

巧妙。%$ 表述水平较高。!题目简洁醒目。"“论从

图出”。#条理清楚。$文字通畅。

【例 !】&$ !上海市、江苏和浙江两省。"“长三

角”惟一的一级中心城市，是“长三角”的龙头。#$ !
浙江杭州。"临安。南宋都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 !江苏太仓浏家巷。"宝船巨大，装备先进；

船只数十艘，人员数以万计；船上满载物资。!$ &)!#
年，宁波和上海、《天津条约》。*$ +$ 私人企业，,$ 官

办 ’国有 ( 企业，-$ 外资企业。.$ !秋瑾、浙江绍兴、

日本。"近代、女革命家、绍兴起义、献身等。#《药》、

夏瑜。/$ 上海，提供大量的优质能源，促进经济发展；

以气代煤，减少污染，改善“长三角”生态环境。)$ !
+$ 社会价值——— 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显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经济价值——— 创造巨大

的经济效益，加强“长三角”南翼与中心区的联系。-$
科学 ’学术 ( 价值——— 在建设过程中采用和开发新技

术新材料新装备。0$ 审美价值——— 不仅不影响举世

闻名的钱江涌潮，而且大桥本身就是参观游览的胜

地。"近年，我国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 (民营经济已

得到很大发展，现在国家对民营企业实行更加灵活

务实的政策，允许其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预示着民营

企业今后会有更快的发展。

说明：以上各题各问，凡言之有理者。均酌情给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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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 年第 * 期有这样一道选择

题：

《齐民要术》中“耕锄不以水旱息功⋯⋯湿耕

泽锄，不如归去”这一段话反映了作者的什么主

张1
+$ 因地种植 ,$ 适时耕作

-$ 注重兴修水利 0$ 讲究耕作方法

文章中把答案确定为 0，我认为还值得商

榷：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一部农

书，北魏贾思勰所著。共十卷 2# 篇。此题中的“耕

锄不以水旱息功”出自卷端的“杂说”：“⋯⋯。一

切但依此法，除虫灾外，小小旱，不至全损。何者1
缘蓋磨数多故也。又锄耨以时。谚曰：锄头三寸

泽，此之谓也。尧汤旱涝之年，则不敢保。虽然，此

乃常式。古人云：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收之

年。⋯⋯”’注：尧有 2 年之水，汤有 / 年之旱———

《汉书·食货志》(。大意是只要适时耕作，除虫灾

外，小的水旱灾害都不至于使农作物全受损失。

谚语“锄头三寸泽”就是这个意思。尧、汤时因

为旱涝时间长，不敢保证有收获，尽管如此，适

时耕作是个常识。古人说：在遇水旱时，依然适

时耕作，必然会有收获。

后面的“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这一句出自

《齐民要术》卷第一之耕田：“凡耕高下田，不问

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

湿。燥耕虽块，一经得雨。地则粉解。湿耕坚胡

格反，数年不佳。谚曰：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言

无益而有损。”’注：湿耕坚是指湿耕使土块干

燥后坚硬不易破碎 (。大意是不管什么时候，耕

作时，土地必须燥湿适宜。如果水旱不调，宁燥

不湿。燥耕虽然土块干燥坚硬，但是下雨后就

润湿破碎。湿耕正好相反。如果土地水分很大

仍去耕作，非但无益反而有损害。

很明显，前者是强调“耕耨以时”，即适时耕

作；而后者则是强调耕作方法我认为该题的答

案应是 ,、0。

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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