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直呼:“走出考场胳膊还酸”

一带一路、共享单车、天舟一号入文综试卷 历史部分较难 总体题量大

昨天是 2017 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上午,文、理综考试结束。今年,文综试题依旧紧贴时政热点、学

科融合性强,“一带一路”、共享单车、天舟一号等时下热门话题纷纷跃然考卷之上。北京晨报记者

从现场了解到,考生普遍表示文综试卷题量特别大,一位考生直言:“写到出考场的时候胳膊还发酸。”

考生感受

历史部分“不好下手”紧贴时政热点题量特别大

昨天上午 11 时 30 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内陆续有考生走出。比起理综考生的提前出场,

文综考生略显迟疑。

“今年的文综题量特别大,写到出考场的时候胳膊还发酸。”一名文科考生告诉记者。就不同而

言,一名考生表示,历史部分出题比较新颖,难度较大,不好下手。她解释,从以往的文综试卷看,论述题有

中国近现代史,而今年则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时空感比较强,答起来体系性更强。另一名考生透露,政治

部分有一题,向学生征集如何打造缤纷北京,其中包括和谐北京、宜居北京、人文北京、智慧北京、创

新北京。这名考生选择了“智慧北京”,他所运用的是“创新驱动发展”这一考点。

北京晨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紧贴时政热点是考生对此次文综试卷的共有印象。“一带一

路”、共享单车、天舟一号、京津冀一体化等热点话题在试卷中纷纷亮相。

历史部分



从中外儿童成长与保护说到“孝”

此次文综试卷中的历史部分,令考生直呼“新且难”,部分考生表示“不好下手”。其中,说“孝”

一题便被多位考生“点名”。北京基教研专家表示,今年,历史部分从中外儿童的成长与保护到说“孝”,

折射了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历程,并引导学生以扬弃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优秀内容继承、

发扬的同时,还要关注随着时代变迁,客观评价传统文化。

北京基教研专家分析,此次试卷的整体结构比较平衡,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的比例

与高中历史教学实际情况基本一致,涉及到了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和主干知识,有助于中学

历史教学的稳定。为了突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查,试卷适当加大对中国古代史的考查力度,总体达到

30 分左右。

在试卷设计上,强调历史学科的思想与基本方法,突出考查考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首先通过

设置新情境考查学生对历史的理解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便是难度不大的选择题,学生也

需要分析新情境,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与学科基本方法,进行独立思考,得出结论。其次,通过开放设问,并配

合分层赋分的评价标准考查学科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典型如 37 题第 3 问,考查考生对孝这一观

念的历史解读,开放设问和分层赋分标准,为考生提供了充分展示自身能力,自主表达思想意愿的舞台。

开始渗透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如第 14 题,以历史上对柳宗元的评价为题,旨在考查考生运用唯物史观理

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时空观,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的考查则渗透于 12、14、18、37 等题中。历

史解释则是非选择题考查的重点,集中体现在学科内综合题第 37 题。

政治部分

从庙会练摊到城市规划要求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天下

从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两会”召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到生态环境保护、共享单车、

中学生义卖……北京教育考试院分析称,今年文综试卷中的政治部分在命题上体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

层次性,引导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天下”。



试题注重引导学生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第 25 题介绍中国水墨画

“墨分五色”的传神技法,从而促进学生感悟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自觉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

趣。这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第 31 题通过考查考生对“两会”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重要意义的理解,引导其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

试题面向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热点。一些被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跃然于试卷之上。例如,推动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及其对公民生活的深远影响、生态环境保

护、通过搜集全国“两会”资料感悟中国民主制度、中国组建联合国首支常备维和警队、践行五大发

展理念、谋划首都可持续发展蓝图、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一带一路”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

通等,这充分彰显了思想政治学科的本质,对引导师生关注社会生活,思考现实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试题贴近学生生活,推进实践活动。多道试题的情境材料来自于学生身边的现实生活,平实朴素、

亲切可感。例如,第 24 题同学们通过“庙会练摊”,既奉献社会,又锻炼自身能力;第 27 题中学生的创

意设计为熊猫光伏电站提供借鉴、第 33 题对共享单车行业的深入思考、第 38 题高中生以“城市规

划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与政府回应”为题撰写论文提纲、从哲学角度设想北京未来发展;第 39 题为开办

外卖餐厅开展市场调研,这些试题情境真实生动,贴近学生生活,使学生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运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身边的问题,拉近了试题与学生的距离,体现出高考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试题的上述特点

对课堂教学对接社会实践、学科知识联系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地理部分

从“一带一路”到“大国工匠”

在文综试卷地理部分中,匈牙利汽车制造业、“一带一路”等话题引入题中,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

试题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专业知识的人才,是包括地理学科在内的各类教育的重要责任。



从今年文综试卷中的地理部分整体来看,北京基教研专家分析,试题难易适中、考查内容全面,让学

生容易上手,从而获得稳定的考试状态。同时,试题符合北京教学实际,“京味儿”十足。比如,在综合题

中选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学生身边的世界社会文化遗产,将地理学习和生活结合,具有明显的北京特

色。

时政热点仍旧是今年地理部分的主旋律。第 36(3)题以匈牙利汽车工业发展依靠汽车专业技能人

才的优势为切入点,契合我国大力倡导的“大国工匠”精神。第 41(1)题以“一带一路”的重大发展战

略为背景,强调地理学科应当关注域内外国家的自然地理景观。

另外,在整个试题的命制过程中,每个选择题组从提取信息到调动知识再到分析、推论具有良好的

思维递进性,利于学生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体现了北京市历年在地理命题中利于不

同层次学生在考试中充分展示自己水平的命题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