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激扬家国情怀

高考历史试题重点考查核心价值、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体现高考内容改革对“助推

改变应试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用，实现高考选拔德才兼备人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素质教育要求。

体现历史学科积极育人导向

历史学科通过精心选取素材，构建试题情境，引导考生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坚

持唯物史观。如文科综合Ⅱ卷第 42 题讲述了近代著名洋务企业汉阳铁厂的建立、投产过程，反映出

近代中华民族所遭遇的艰难曲折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精神，激励考生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断开拓进取。

Ⅱ卷第 27 题呈现了传统戏曲昆曲的精美与雅致，Ⅲ卷第 26 题叙述了我国古代药学的发展脉络，考

查了考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能力。

历史学科在考试内容选取上注意与党和国家的人才选拔要求相契合，考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

的必备品格。如Ⅱ卷第 47 题描述了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以其杰出的个人能力

与威望，维护明、蒙之间长期和平的事迹，考查考生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水平和家国同构观念。

历史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试卷的“鲜亮底色”，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师生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强大思

维工具，并成为他们信仰的指引。如Ⅰ卷第 29 题以五四运动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为背景，得出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引导考生认清科学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本质区别。

避免“偏、难、怪、深”

历史试题对考试内容和要求进行了优化与整合，避免“偏、难、怪、深”，强调考查主干知识。

如Ⅰ卷第 26 题和 27 题分别考查宋代手工业发展和明代的中外贸易，Ⅱ卷第 32 题、33 题和 34 题分

别考查古代罗马法发展、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等。



历史学科从多角度、多层次考查考生的学科素养，引导考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如Ⅲ卷第 41 题

以上海和曼彻斯特两个城市的发展为例，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比较视域下的考查，涵

盖了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考生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说明。

考查知识整合、迁移能力

高考历史试题依据考试大纲，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分值权重，重点都

在于主干内容，以此保障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如Ⅰ卷第 26 题以考试大纲“古代中国手工业的发

展”为考点，考查宋代民营手工业的发展。

历史科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整合和迁移能力，在题目设计中做到古今贯通、中外结合，并以问

题为导向，对知识与能力，理论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分层、综合、有效的考查。如Ⅱ卷第

29 题涉及俄国、法国、美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需要考生综合中外历史知识全面考量，才能深刻

理解孙中山讲话的内在含义。

历史学科以试题为载体，强调历史的实际应用功能。如Ⅰ卷第 28 题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与日

本在舆论宣传策略方面态度差异的对比，引导考生认识到外交宣传在引导国际舆论方面的重要性，认

识到在国际环境局势复杂多变的今天，只有首先抢占舆论制高点，才能掌握主动权，快速反应、沉着

应对。

思想政治：考试内容和素质教育要求相统一

2018 年高考思想政治科命题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调把考试内容和素质教育要求二

者统一起来，贯彻高考评价体系要求，全面深化高考内容改革，助力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为学生

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体现学科的育人导向

紧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突出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如文科综合全国 II 卷第 39 题，以党的十九大

报告和新修订的党章有关“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为材料，要求学



生分析为什么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引导学生领悟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

实践逻辑。

紧扣学习宪法、尊崇宪法，扎实培养宪法意识。文科综合全国 I 卷第 39 题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引

导学生对宪法修改过程的分析，将教材中的知识点与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按程

序推进、广泛凝聚共识等原则紧密结合，提高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的正确认识和把

握，从而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宪法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助力学生增强宪法意识。

紧扣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着力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

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高考命题将伟

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融入考试内容中，增强试题试卷的文化感染力，引导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

感。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40 题以我国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杂交水稻研发团队长期从事

杂交水稻研发推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素材，充分展现了奋斗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彰

显了中国文化的价值。

考查学科思维品质

一是注重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握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培养理论思维能力。文科

综合全国Ⅰ卷第 40 题，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背景，要求学生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

理分析不断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把握重大问题。

二是加强对法治思维能力的考查，促进学生学法用法。文科综合全国 II 卷第 16 题，以民法总则

的相关规定为材料，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重要成果，并结合所学知识深化对

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文科综合全国 III 卷第 16 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颁布为背景，

引导学生思考国歌法对于保障公民依法使用国歌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意义，促进学生尊法学法守法，增

强国家观念，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三是强调对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的考查，助力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科综合全国

III 卷第 40 题以甘祖昌的感人事迹为材料，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优化考试内容和考查方式

一是围绕学科主干，突出基础考查，体现基础性要求。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考查基础知识、主干

知识，引导中学摆脱反复刷题。文科综合全国 I 卷第 12 题，以表格形式考查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基础

知识;文科综合全国 II 卷第 12 题，将基础知识图形化，考查学生的图形分析能力;文科综合全国 III 卷

第 15 题，考查学生从经济数据图中获取关键数据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

二是聚焦问题解决，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应用性要求。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14 题，通过构

建某国财政赤字率和通货膨胀率连续上涨的场景，要求考生思考应对措施，考查学生从政策层面寻求

解决方案的能力。

三是增强试题灵活性开放性，突出思维考查，体现创新性要求。增强试题灵活性开放性，引导学

生关注思维能力训练，从标准答案中解放出来。思想政治全国Ⅳ卷第 24 题，要求学生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行建设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的契机，选取一个海南传统产

业为例，分析其依托的区位优势，并就如何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促进其优化升级提出建议。试题具有开

放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对知识的把握，从旅游业、热带农业等行业中任选一个作答，使学生能够从

标准答案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思考，从而培养个性化、创新性思维能力。

地理：贴近考生认知水平

2018 年高等地理试题以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学科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考试内容改革。

情境设计联系实际，贴近考生认知水平，反映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8 年高考地理试题精选地理学科中生态文化内容，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提高学生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如全国Ⅲ卷第 44 题，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典范——鄱阳湖区一种传统的捕鱼

作业模式“堑秋湖”为案例，要求考生分析“堑秋湖”捕鱼模式对鄱阳湖区候鸟越冬的积极和消极影

响，并针对其消极影响提出改进建议。

2018 年高考地理试题以区域开发和整治、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为载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环境修复观，增强学生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全国Ⅰ卷第 43 题，以 2017 年 8 月 8 日

九寨沟发生里氏 7.0 级地震为案例，要求考生对震后重建规划中，当地有关部门制定了扩大生态保护

区面积、扩大农牧发展区面积、适度减少旅游产业聚集区和人口聚集区面积等多项土地利用优化措施

意义的认识。

2018 年高考地理试题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产业生态化”典

型案例，倡导绿色发展、引导学生崇尚低碳的生活方式。如全国 IV 第 24 题，要求考生从环境保护角

度，说明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的优点。

体现服务人才选拔功能

2018 年地理高考通过加强试题综合性，注重学生逻辑推理能力;扩大试题开放性，提升学生发散

思维品质;提高试题探究性，激发学生创新意识，考查学科关键能力和思维品质，从而为高校选拔基

础扎实、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

地理高考试题考查学生对地理空间格局的观察、概括、归纳以及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特征的分析与

综合，要求学生运用地图、图表等工具，对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位置关系、空间形态、空间排列方式

和空间制约关系、依存关系等的观察、有条理的推理、概括与归纳。例如全国 II 卷 37 题以美国龙卷

风为案例，展示龙卷风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对人类的影响，通过对地理空间动态过程的分析、规律概

括等学科思维模式的运用，考查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地理试卷扩大开放性试题比例，考查内容与方式具有多样性，让学生接触不同的观点，鼓励学生

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使学生能够从标准答案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既保证学生思维的发散，充分表达;同时又能使所考查的能力目标可测，答案可控。例如全国 II 卷 43

题第 2 小题要学生设计依托“佛手山药”的旅游项目。考生通过信息提取和加工，可以从旅游的游览、

饮食、购物等多方面思考，旨在引导考生抓住问题的关键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提出策略、建议

等。该题设问及作答要求指向不唯一答案，留给考生充分发挥的空间。

树立因地制宜的环境修复观

2018 年高考地理试题以区域开发和整治、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为载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环境修复观，增强学生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全国Ⅰ卷第 43 题，以 2017 年 8 月 8 日

九寨沟发生里氏 7.0 级地震为案例，要求考生对震后重建规划中，当地有关部门制定了扩大生态保护

区面积、扩大农牧发展区面积、适度减少旅游产业聚集区和人口聚集区面积等多项土地利用优化措施

意义的认识。

高考地理试题情境设计中突出反映当今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和地理问题，考查学生应对

实践问题的素养。力求在学与用之间搭建桥梁，避免学习和社会实际脱节，避免考试和学生生活脱节。

如全国Ⅰ卷 9～11 题，以小明同学 7 月从重庆出发到贵州毕节旅游为情景，其中提及的线路分布、

走向及里程信息均是学生在生活中可以获取的。

地理试题结合学科实际，通过精心选择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典型案例设计情

境，深入挖掘其中的地理内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合作共赢等观念融入

地理能力的考查，使地理试题试卷不仅成为选拔的有效手段，也成为开阔地理视野的重要途径。如全

国Ⅰ第 36 题依托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创设情境。引导中学地理教学注重“用地理的眼光”观

察时事、认识世界，促使考生在解决问题中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和世界的重要地理意义，体

现地理在现代经济建设和国际合作中的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