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10 页

基于高考历史客观题考查意图的剖析

——以全国卷为例

刘 杰

如今的高考历史试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据新课程

标准及《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基本要求，着眼于素养立意，趋向“正

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命题导向，不同层次地考查考生

运用知识与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从属于关键能力的信息

加工能力是高考历史的“老客户”，也是历史教学绕不开的“古老”

课题。正如命题专家所云，组织和解读信息是现代考试的一个基本要

求。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诸多考生还不能过信息加工能力的“关

键坎口”，尤其是，对客观题体现命题意图的“隐性信息”分析理解

水平难以适应高考素养（能力）考查的要求。研究这一问题，对提升

考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新高考省区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命题

与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摘其典型，析其要领，规范选项解读，

举一反三，为高三历史复习迎考提供参考。

一、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

从信息加工处理能力要求以及历史理解能力的角度看，我们有必

要把试题信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显性信息指明确呈现信息范围

和作答要求，考生能够通过试题材料的阅读提炼，可以大概了解、

知道的信息。隐性信息指情境材料没有明确表达，在显性信息中隐

藏的主旨信息。研究发现，命题常在情境（综合或复杂）的信息中

“嵌入”某些表达考查意图的信息，既能体现素养立意，暗示思维



第 2 页 共 10 页

方向，又提供了解题的基本路径。隐性信息特点之一比较含蓄，需

要考生深入题境悉心揣摩，方能理喻其中的“言外之意，画外之音”。

研究认为，诸多含有隐性信息的试题，侧重于考查考生历史理解和

历史解释能力，是提高客观题难度和区分度的“杀手锏”。

二、揭开试题蕴含的命题意图真相

（一）文字类

例 1.（2021 年全国乙卷.28）1898 年，某书商慨叹废八股将使

自己损失惨重，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其损失并不如以前估

计之大，而该书商对新学书籍的投资不久又面临亏损。这可以反映出

该时期

A.儒学地位颠覆 B．列强侵略加剧

C.政局变化迅速 D．西学深入民心

答案：C

1.考查意图的辨析

命题立意是时局变化对社会生活影响，通过历史现象考查历史

原因。该题考查分别涉及近代儒学地位、列强侵略、西学等，均属基

础性历史知识。显性信息是新旧书籍销售数量均出于书商的预料之

外，背后的原因才是考查意图。提示的解题路径：为何会导致书商

对市场销售预估的失误。基本方法：关键信息的解读分析：（1）

1898 年、废八股、经书、新学书；（2）结合所学，判断出于预料

之外的原因。（3）结论：戊戌政变导致时局变化。

2.破解正选项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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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对新旧书籍市场销售量的评估均出于预料之外，究其原因，

1898 年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这说明，时局变化对社会生活会

产生重要影响。C项符合考查要求。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判定，19世纪

末，新旧思想并没有否定儒学地位，因而“被颠覆”一说，得不到合

理的解释。据“隐性信息”及所学知识判定，时局变化是影响新旧书

籍销售的重要原因，而归结于“列强侵略加剧”，缺乏事实依据，B

项不正确。据信息主旨及设问判定，“西学深入民心”不能成为影响

新旧书籍销售变化的理由，二者历史逻辑关系不能成立，D 项不正确。

（二）表格（数据）类

例 2：（2021·全国乙卷高考·31）1957 年，国家统计局《工

人阶级队伍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有 1950 年及其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社

会出身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职工社会出身情况表（%）

工人 劳动农民 转业军人

个体劳动者

及

一般市民

学生 资本家

上海 35．52 12．95 2．69 18．75 16．08 5．94

天津 39．13 14．27 3．27 12．29 19．44 3．70

陕西 26．26 27．99 8．32 8．67 22．95 0．52

新疆 16．16 25．47 23．19 18．18 19．05 0．23

据表 2可知

A．内地与沿海原有工业基础差距大

B．西部地区工商业改造不彻底

C．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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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更为迅速

答案：A

1.命题意图的辨析

该题通过 1957 年我国职工来源与分布的权威数据统计，考查

对当时东西部工业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国情认识。显性信息：东西

部职工出身及区域分布比例不同。提示的解题路径：1957 年的“据

表可知”，暗示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基本方法：据表分析：第一

步：数据识别（时空定位），工人阶级成分来源及工人阶级分布

区域；第二步：数据判断（1）工厂数量反映工业发展程度；（2）

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的工人比例（工厂数量）高于西部地区的

新疆、陕西等地区。第三步：结论：内地与沿海原有的工业基础

差距较大。

2.破解正选项的考量

由考查意图分析得出“内地与沿海原有的工业基础差距较大”的

结论。A项正确。据所学，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在党和政府统一领

导下进行的，到 1956 年，我国已基本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所以，“改造不彻底”的论说不能成立，B项不正确。据

材料和所学知识判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在当时并未完成，

C项不正确。信息主旨仅反映东部沿海地区比西部地区原有的工业基

础较好的事实，不能推断出当时“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更为迅速”的结

论，更何况沿海地区还远不止上海和天津地区，D项不正确。

（三）年画（漫画、图片）类



第 5 页 共 10 页

例 3：（2019·全国Ⅲ卷高考·31）图 4 是 1953 年创作的年画。

该作品

图 4 《数他劳动强》

A．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作的基本风格

B．描绘了农民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的场景

C．体现了“双百”方针提倡的创作精神

D．倡导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社会新风

答案：D

1.考查意图的辨析

高考画类试题，反映创作主题或创作艺术等。该题选项涉及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双百方针”、文人画等基础性知识。意在考查考生

依据已有知识经验，对创作主题（精神）的认识。提示的解题路径：

年画《数他劳动强》（1953 年）作品，暗示理解年画反映出的时代

精神。基本方法：（1）欣赏画面，获取重要的“场景信息”：大树

下，小溪边，浣洗村妇窃议路边走来的肩背耕犁，手牵高头大马的青

壮年农民（话题）——“数他劳动强”；那歪着头瞅着“帅哥”的村

姑心里仿佛念道，“要嫁就嫁这样的人”。显然，画面反映了当时农



第 6 页 共 10 页

村的生活场景。（2）话题含义分析，“数他劳动强”是对劳动者的

赞美。（3）结论：反映新农村崇尚劳动的新风貌。

2.破解正选项的考量

据上，年画主题反映“数他劳动强”的青年农民，讴歌了农业生

产建设劳动奉献精神，D项论述得到合理的解释。人文字画是元朝以

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作品。“文”、“人”、“画”三者合一是基本

特征。据此标准，此画的意境不符合文人画要求，A 项不正确。观察

此画：是村妇（村姑）溪边赞美青年劳模，属生活场景，不是劳动产

生场景，当时属过渡时期，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生产”，B 项不正确。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在 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此画

创作时间是 1953 年。显然时空不对称，C项不正确。

三、给予高三的教学启示

笔者认为，全国卷高考历史客观题多半通过一个“历史视角”，

在命题意图、情境创设、选项的开放性等方面“发力”。以考查考

生基本知识为依托，以能力（素养）考查为立意的命题水平“炉火

纯青”，为相继独立的新高考省区等级性考试命题与教学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范例，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

1.筑牢基础知识，为考生提供分析问题的“原动力”

通过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凡是考生熟悉的知识情境，基本上是高

中生应必备的知识（常识）。如 2018 年全国Ⅰ卷第 31题的 A．已经

初步改变工业落后局面 B．开始进行对矿产资源的开采 C．国民经

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等等。 必须强调，这种命题现象在历年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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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比比皆是，多了去了。由此观之，高考历史客观题情境搭台，以

基础性知识为依托，重在考查考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综合素养。

故此，坚定不移打牢学生基础知识的教学是永远正确的。

2.凸显试题考查意图的辨析能力与思维过程

培养学生对试题考查意图的辨析能力，首要的是教师对隐性信

息特征的基本认识：（1）信息（文字、数据、图片等）能够组成

独立的刺激情景，提供良好的测量环境；（2）试题信息具有变化性，

为学生获取信息主旨设置一定障碍，不宜轻易理解；（3）试题体现

命题立意，指向考查意图；（4）信息考查意图或直接或间接指向

正选项。（5）体现学科素养和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力度较大等。

如此，我们才能有目标地精选例题，围绕考查意图，强化体验。

如，（2018·全国Ⅰ卷高考·31）图 7 是 1953 年的一幅漫画，描绘

了资源勘探队员来到深山，手持“邀请函”叩响山洞大门的情景。这

反映了当时我国 答案：D

A．已经初步改变工业落后局面 B．开始进行对矿产资源的开采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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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D．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展开

辨析提示：该漫画是反映了“一五计划”，我国工业化建设的一个缩

影。画面信息：1953 年地质勘探人员深入大山寻找锰铜铁等矿产资

源。基本方法：（1）对漫画关键信息解读：1953 年是我国实施一五

计划的起始年；“邀请函”指国家工业化号召；“扣响”指寻找“沉

睡”大山的矿产资源。（2）判断：该画主题是勘探人员响应国家号

召，深入大山勘探，为工业化建设服务。如此分析理解，考查意图就

明显了。

从上述几个案例分析不难看出，理解考查意图，需要对情境结

构的深入剖析，才能辨析信息的“言外之意”；对选项的分析判断，

需要知识原理的支撑，需要历史思维推理判断，需要相应的解题技

能等。这是一个思维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庖丁解牛”的

精神，需要一定时间的“历练”。

3.为提升学生理解分析试题的能力提供学法指导

以表格类为例，（2015·全国Ⅰ卷高考·27）表 1呈现的变化反

映了

表 1 河南、江苏两地科举考试状元人数表

唐 宋 明 清

河南 15 16 2 1

江苏 7 8 17 49

A．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B．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兴盛

C．中原地区经济急剧衰退 D．政治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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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路径：（1）识别表格呈现的重要内容:唐宋至明清，河南、江苏

状元差距；（2）分析数据背后的量变与质变关系:状元差距反映出经

济与教育关系（考查意图）；（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排除

干扰选项，识别正确选项。巩固策略：选择典型例题（辅以学法指导）

布置课后作业，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分层达标。我们不建议高三教学

把一些总结的“解题规律”按照“框框套套”交给学生，那样不利于

学生对试题情境的真实体验。也许你按照套路把老高考试题训练“成

熟”了，但面对新情境的高考试题，考生或许会“捉襟见肘”。因为

它不能适应高考新情境素养立意考查的“千变万化”。

4.依据命题立意，提升考生对选项的理解与解释水平。

对试题情境的提炼水平，对选项表述的解读水平，直接反映出考

生的学科水平和基本素养。为此，笔者建议规范使用排除法。所谓规

范的排除法指依据高考试题命题意图，依据所学知识与方法对错误选

项的有效排除。前提是对试题题干刺激情景的准确理解，再依据设问

要求，运用所学知识及方法对选项内容进行解读。特别指出，规范

的排除法尤其强调对选项的理解与解释，能够厘清信息主旨、设问

要求与各选项的时空关系、史实关系、逻辑关系以及思维过程为最高

境界。如（2016.全国Ⅲ卷高考.33）19 世纪 60 年代，总长超过 3万

英里的美国铁路有多种轨距。南部铁路轨距以 5英尺居多，北部最普

遍的轨距是 4．9 英尺，部分地区还采用 6英尺、5．6 英尺的轨距。

这反映出当时美国

A.尚未形成成熟的统一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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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铁路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C.科技水平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

D.战争破坏了基础交通设施建设 答案：A

命题立意：市场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以情境主旨分析，南北铁轨

规格不统一，不利于美国经济交流和工业化扩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

障碍，说明美国缺乏成熟统一的国内市场，A项符合考查意图。美国

工业革命期间，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是工业生产，而铁路运输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以此解释美国南北“不同轨”的原因不符合内

在的逻辑关系，排除 B项。据已有知识，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

引领世界交通制造业潮流，不存在“科技水平受限制”一说，限制的

是当时缺乏真正统一的市场，排除 C 项。据 D 项表述推断，战争破

坏了交通基础设施，呈现的应该是交通瘫痪，千疮百孔的景象，哪

里还在云云南北铁路不同轨呢。排除 D 项。

作者：刘杰 （已退休） 安徽省历史特级教师

单位：六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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