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8 日，高考进入第二天。考生进行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考查。

从教育部考试中心了解到，这些试题强化基础性综合性考查要求，发挥“以

考促学”积极导向作用。通过情境设计提高能力考核的有效性，稳步提升命题质

量。

思想政治试题：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2021 年高考文科综合全国卷包括甲卷和乙卷 2 个卷种。其中思想政治学科

命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反映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重大主题，突出

建党 100 周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凸显党的创新理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引领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

全国文综甲卷第 40 题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创新性的理论内涵、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引领作用进行考查，意在引导考生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重大实践意义，增强考生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科书。全国文综乙卷第 40

题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和关于进京“赶考”的谈话为历史背

景，综合考查考生运用唯物史观和文化作用的知识思考分析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

避免“偏”“难”“繁”“怪”试题



把考试内容集中于学科主干，避免“偏”“难”“繁”“怪”试题，意在引

导课堂教学回归课程标准回归教材，把精力集中在讲深讲透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上，夯实知识、能力和素养基础，把考生从不必要的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中

解放出来，真正发挥好考试指挥棒的正向引导作用。

此外，命题突出考查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能力的综合运用，目的也在于引导基

础教育教学重视知识整合，注重发展考生综合能力。

全国文综乙卷第 38 题以我国民族品牌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生产经营从“垂

直整合”向“供应链开放”模式的演变历程为素材，从能力的综合考查维度看，

试题首先要求考生从描述性说明中理解概念的内涵，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

力；其次要求考生从不同角度解析战略转型的经济动因，考查分析与综合能力。

加强试题情境设计

为了有效测试考生的学科关键能力，根据情境的表现内容、呈现形式、测试

目标等复杂程度的不同，思想政治学科的试题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情境。

全国文综乙卷第 23 题以简短文字配上漫画的方式构建情境，通过感性的直

观揭示深刻的哲学原理。漫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蛋得……》的文字说明

与构图都很简单，但包含的哲学原理很有张力。要求考生能够从文字和漫画构建

的简单情境中，辨识漫画主人公依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规律而做出“种

蛋”行为的荒谬，进而判断其实际行为中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错误。

全国文综甲卷第 39 题围绕“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历史性转移设置情境，按时间顺序列出推动战略转移的相关内容。

历史试题：

增强开放性



聚焦党史，打造知史爱党教育阵地

通过选取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进行探索的具体史实，试题启发学生从中感悟真理力量。

如乙卷第 29 题材料摘编自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指出

群众工作不是一句口号，必须努力改进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这些观念在以后融

入党的方针政策，成为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通过回顾党从创立到取得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历史试题展现了党通过土地

革命、武装斗争等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引导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如乙卷第 42 题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部分重要会议，要求学生任

选两次会议，分析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说明原因。党的发展历程让学生深刻

认识到，我们党从一个完全新式、弱小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取

得革命胜利的政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试题用事实说话，启发学生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念。

试题通过呈现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伟大实践，激励学生从党史中

汲取干事创业的智慧和力量，把党史学习成效转化为成才动力。

如甲卷第 41 题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为背景，显示了在党

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制定外贸政策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逐渐突破

美国等国的围堵封锁，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启发学生在新时代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提振勇毅前行的精气神。

探索多种题型多元开放

开放性试题不仅在考查广度上有扩展，在考查深度上有延伸，也在设问角度

上进行了创新。



如甲卷第 42 题引入“卫所”概念，在特定时空框架内创设了包含政治、经

济、边防等多重要素在内的复杂情境，要求学生提取有效图文信息，在明代疆域

图中直接标示出卫所集中分布的区域，并选择恰当的时空尺度进行分析、综合、

比较。该题设问本身又具有综合性，学生须结合历史、地理相关知识进行推理判

断。

历史开放性试题较为鲜明地融入了核心素养考查理念，尝试对观点进行历史

解释，同时彰显家国情怀。

如乙卷第 42 题要求学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客观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长，该题将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核

心素养熔于一题，彰显了鲜明素养立意。

2021 年高考历史试题增强开放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开放性试题以外的

综合性试题中也增加开放性设问，考查学生分析问题和探究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合评价作答中呈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如乙卷第 41 题属于学科内综合试题，情境围绕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

迁的《史记》创设，设问分别从“史家”“史书”“史学”入手，在前两问比较、

分析的基础上，第三问实现相对开放，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究，将对具体史实

的理解上升到理论高度。

紧扣能力，体现学科特色考查方向

强调信息加工能力考查。历史学科对信息加工能力的考查，注重学生对情境

所提供和暗示的信息进行读取、筛选、分类、归纳、提炼、解释的能力。

如乙卷第 25 题给出西汉末和东汉中期不同地区的民户数量，要求学生分析

数据变化所呈现的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并得出合理结论。



注重批判性思维考查。历史试题通过增强探究性、丰富作答指向等手段，加

强对批判性思维、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

增强表达与论述能力考查。通过增加主观题设问的针对性、侧重情感态度考

查、优化评分标准等方式，历史试题加强了对语言表达和组织论述能力的考查。

如开放性试题考查考生语言组织、逻辑思维、写作表达能力，要求学生或阐释发

展变化和分析原因，或根据中国古代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对得出的结论进行解

释论证，表述的清晰、合理程度和逻辑的严密在考生的最后得分中占有一定比例。

地理试题：

以稳为主，提升答题感受度

2021 年高考地理试卷以稳为主，充分考虑教情和学情，在题型与结构、呈

现形式与风格、难度等方面，基本上延续了近些年的特点，给学生以熟悉感和亲

切感，进一步提升试卷的答题感受度和获得感，有利于学生稳定心态，发挥水平。

反映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厚植家国情怀

地理试题紧密结合学科内容，选择反映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

步、精准扶贫、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等素材，强化对学生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

德修养等方面的引导。

全国甲卷 1～3 题，以新冠疫苗包装为背景，选择浙江丽水玻璃管和注射剂

瓶的生产改变我国高端药用玻璃依赖进口的局面为案例，引导学生理解党中央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能力的提升。

全国乙卷 1～3 题，以无人机服务新疆棉花生产这一典型科技兴农案例，展

示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农业科技水平、农民劳动收益与

生活水平发生的巨大变化。



试题依托脱贫攻坚伟大工程中的典型案例，展现多种扶贫方式，引导学生理

解我国消除贫困、拒绝返贫的重大意义。

全国甲卷 43 题，以京九铁路和昌赣高铁建设过程中两次“绕弯”苏区模范

县江西兴国为案例，体现了在党中央关怀下，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革命老区把丰

富的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不仅实现了脱贫攻坚任务，而且弘扬了

革命文化、赓续红色基因、增强民族精神。

丰富能力素养的考查维度，服务人才选拔

地理试题既有真实的生活实践情境，也有复杂的学习探索情境，要求学生能

够合理运用学科的基本规律与原理、科学的思维范式与方法，主动思考、分析问

题。

试题重视对地理过程与地理联系的考查，要求学生能够把握地理事物的本质

特征与内在联系，运用学科的思维方法和逻辑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恰当的推

理，着重考查学生对地理学“尺度—结构—时间—过程—机理”这一逻辑思维

脉络的理解和掌握。

全国甲卷 9～11 题，考查珊瑚礁的形成过程，思考地貌发育过程及其背后

隐含的机理。

凸显对地理创新思维能力的甄别。试题通过拓宽试题材料的来源，从材料信

息的丰富性、试题要素的灵活性、问题解决路径的差异性、答案的多样性等方面，

探索和尝试开放性试题新的设问视角，通过搭建多维度创新展示平台，克服封闭

式设问和唯一答案对学生思维的束缚。全国乙卷 36 题，以某品牌在江苏昆山市

建设咖啡创新产业园为案例，要求分析其上海因素，需要学生正确看待区际分工

和区域联系，正确认识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域的关系。



优化设计方式，助推教学改革

地理试题选取的考查内容与高中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高度契合，以考促教，

以考促学。

试题进一步完善基础性考查方法，围绕学生比较熟悉的主干知识提供材料，

但情境设置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全国甲卷 7～8 题，以安装高反射率屋顶达

到节能减排目的为案例，全国乙卷 7～8 题以城郊相对湿度的时空差异为案例，

考查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理解。将学生的关注点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从“做题”转向“做人做事”的素养提升。

试题通过选取生产实践场景设计典型任务，要求学生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引导学生到自然和社会的大课堂中锤炼意志、提高本领。全国甲卷 36 题，选取

英国东南部湿地开垦过程为案例，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

过程，从小幅度的改变到大面积的开垦，都是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命题

着力培育学生的劳动精神和奋斗精神，认同劳动的崇高和伟大，鼓励学生坚持以

创造性劳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