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

关注社会热点，贴近时代旋律

每年的高考题目，都是年年岁岁理相似，而岁岁年年题不同。2020 年的新

课标Ⅰ卷政治试题，充分体现出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提到的高中政治核心素养体系：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

意识和公共参与。

今年的全国Ⅰ卷，整体难度并不大，考查的知识点也相对稳定。具体来说，

这份试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关注社会热点，贴近时代旋律

在文综试题里，政治一向是最关注热点、最能反映时代特色的，这在命题里

体现得非常透彻。

比如，第 12 题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防疫物资一度短缺为背景，考查企

业的社会作用，引导学生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

再比如，第 23 题以广西某山村引导村民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观念，建设观鸟基地，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特色产业，考查社会意识和社

会存在的辩证关系，灵活地把课本知识和社会热点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学生在备考时，一方面掌握课本知识，另一方面时刻关注社会热点，

并且多思考社会热点可以对应到哪些课本知识。多做这样的训练，就能建立良好

的思维，对于考试来说很有帮助。

二、引导学生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比如第 40 题，材料既紧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热点，又明确指出中医

药在诊疗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坚持中医药治疗方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诊疗体系。



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诊疗效果，还分享给国外的医疗专家，与世界各国共享。

题目考查学生对认识论原理等相关课本知识的掌握，也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中医药

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三、注重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及思维能力

比如考查中央财政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政府机

构改革等相关事件，表面上在考课本上对应的知识点，实际上是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社会生活，思考公共问题，正是高中政治核心素养体系的体现。

（作者：王雪，有道精品课高中政治教师，十年一线高中政治教学经验，近

百名学生考入北大、复旦、人大等一流高校。）

地理:

素养与能力并举，知识与应用结合

2020 年高考地理试题继续坚持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的命题原则，试题重视

地理本质、突出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素养，体现了对学生关键

能力的考查，形成了“素养与能力并举，知识与应用结合”的命题特点。同时，

试题紧密实际生活，特别突出了当下科学抗疫的实际背景，让学生体会和思考生

活中地理的存在、作用与魅力，激发学生的思考热情和科学精神。试卷命题兼具

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难度合理、区分度强，很好地起到了对学

生检验和选拔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高考改革地区的命题方向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对一线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今年的全国 I 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自然地理试题比重增大，难题提高，注重地理原理考查



例如试卷的选择题第 7-8 题海岛淡水资源开发利用、第 9-11 题长白山林线

变化、主观题第 36 题顺坡垄葡萄生长与光照降水因素，主观题第 37 题玄武岩

台地山地形成过程，这些题目均为典型的自然地理材料分析题。

虽说今年题目整体难度较大，尤其是主观题 36 题、主观题 37 题让同学们

一时间无从下手，但只要认真阅读材料给出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并结合自然

地理学过的核心原理，也可以迅速建立解题思路，辅以适当的推理和分析，就能

得到正确的答案。

这样的题目比较全面考查了学生的基础知识、技能方法、学科素养，也对考

场临阵应考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心态平复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很好地体现

了高考区分选拔的要求。

二、综合题区分度强，突出能力，利于选拔优秀学生

例如试卷的第 37 题玄武岩台地山地形成过程，让学生乍一看无从下手。但

只要仔细挖掘材料给出的具体信息，如“玄武岩的岩浆流动性好”“喷出冷凝后，

形成平坦的地形单元”“台地、平顶山、尖顶山海拔依次递增”“玄武岩分别形

成于不同喷发时期”“河谷对台地的分割与侵蚀”等。利用这些关键信息，就可

以有效分析出 37 题第（1）（2）（3）问的答案。再比如第（2）问考的“地质

作用过程与顺序”，也是典型的自然地理成因类问题。在平时课堂上这种“板块

变迁与地壳抬升下沉”、“流水侵蚀对地貌的影响”类问题也讲过很多，内力有

地壳抬升与下陷，外力有风蚀、水蚀、风化等作用，对于基础较好、平时认真听

学习的同学，完全可以根据相关信息找出正确答案。

三、注重应用与思考，鲜明体现高考地理核心素养



通过对今年的高考地理真题的分析，我们再次验证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靠

“记忆书本”“背诵教材”已经很难把地理学好了，面对材料突出、设问新颖、

考查能力的高考试题，不主动思考的同学一定会束手无措。因此在今后的学习中，

一定要更加注重对地理读图能力、材料分析能力、事物推理能力、知识迁移能力

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千变万化的高考中立于不败的境地。

最后，高中同学应该如何做好未来学习的规划，有效提升自身的地理素养、

地理思维和能力，笔者在这里给出几点建议：

一、回归地理原理，重视事物形成过程，关注大气、河流、海洋、板块、外

力、生物等自然核心考点。这样在面对试卷新型题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快速解

决；面对创新题目时，可以迁移原有概念的过程、原理解决问题；面对较难的综

合题目时，也能快速分解题目，产生思路，逐一破解；

二、注重能力培养、构建地理思维，训练试验探究的精神。题目永远不是一

成不变的，学生日常的解题训练目的也不是为了背题目、背题型，而是发掘解题

背后的思维逻辑，强化分析题目的过程，才能在面对创新题、综合题、变式题的

时候运用地理思维分析破解；

三、观察生活、抽象提炼，分析有实际背景的地理问题。地理在日常生活中

是无处不在的，社会中有地理，自然中也有地理，地理也蕴含在建筑、交通、贸

易、娱乐等各种生活场景中，学生应该有意识主动发现生活中的地理，并用所学

的知识加以分析、尝试解决。久而久之，形成较好的地理抽象能力、地理应用思

维，不光有助于解题，更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地理观点、培养地理素养。

（作者：包易正，有道精品课高中地理教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十一年

高中地理教学经验，国家级期刊一等奖获得者。）



历史:

稳中有变，彰显素养

纵观 2020 年高考全国Ⅰ卷文综历史试题，感觉总体的难度不大，比 2019

年的难度略有上升，估计难度系数在 0.55 左右，和往年的历史试题正常难度相

当。今年的高考历史试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试题继续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

高考全国卷的历史试题在 2012 年之后基本上形成比较稳定的命题风格，所

以在这些年的试题上没有大起大落的变化，每年的试题都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

试题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试题的难度、试题的考查要求、命题风格、试题的考点

分布等上面。

首先，试题的考查要求上，继续体现对能力立意的考查。客观题主要是创设

新情境，提供新材料，综合考查学生的能力。

例如 25 题：图 4 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

民接见吐蕃使臣的情景。

A．西域风情与中土文化的交汇、B．文人意趣与市井风情的杂糅

C．艺术审美与史料价值的统一、D．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以《步辇图》为切入点，创设了新的问题情境，要学生调用综合知识和能力

去得出合理的结论，充分体现了高考能力立意的考查要求。

其次，今年高考的试题命制风格继续保持稳定，很多试题看到之后有似曾相

似的感觉，无论是设问的方式还是选项的设置都体现出高考试题独有的韵味。在

设问的方式上用到“旨在，据此可知，体现了”等我们很熟悉的高考试题的设问



方式；在选项的设置的语言逻辑中，错误选项仍然设置绝对化，正确选项设置深

刻概况性表述。

再次，今年的历史高考的知识点分布依然是很稳定的，只是具体的知识点略

有调整。具体可查看下表：

2020 年、2019 年历史高考全国Ⅰ卷考点分布对比：

2020

年

题

号

考点

2019

年

题

号

考点

24 中国古代政治

（分封制）

24 中国古代政治

（商周的王位继

承）

25 中国古代思想

（步辇图）

25 中国古代政治

（汉武帝中央集

权）

26 中国古代经济

（宋代土地利

用）

26 中国古代思想

（唐代拔河变

迁）

27 中国古代政治

（宗谱的修撰）

27 中国古代经济

（明代地区经济

差异）

28 中国近代文化 28 中国近代经济



（西学东渐） （近代社会结构

变迁）

29 中国近代经济

（近代度量衡）

29 中国近代政治

（五四运动的影

响）

30 中国近代政治

（中共党史）

30 中国近代政治

（新民主主义理

论）

31 中国现代经济

（改革开放）

31 中国现代经济

（一五计划建

设）

32 世界古代（希腊、

罗马司法）

32 世界古代雅典

（雅典判决权力

来源）

33 世界近代思想

（文艺复兴）

33 世界近代政治

（欧洲殖民拉美

流毒）

34 世界近代政治

（法国曲折发

展）

34 世界近代经济

（英国工业革命

特点）



35 世界现代经济

（北美自由贸易

区）

35 世界现代文化

（文化现代主义

特点）

41 中德外交关系的

演变

41 中国及世界钢产

量变化分析

42 中国古代时代特

征

42 中国近代政治评

析钱穆的历史观

45 清末新政 45 中国古代政治秦

晋爵位制度变迁

综上所述，今年的高考延续了过去多年命题的特点，保持了命题的稳定性。

2.试题有一定的创新。

今年的高考试题在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有了一定的创新，所谓“稳中求变，

稳中求新”。今年的试题创新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一是深层次问题的探究能力

考查，二是常规问题的细化考查。

深层次问题的探究能力考查最典型的是第 34 题：

有人描写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黎：人们在巴黎内部建立了两座截然不同、

彼此敌对的城市，一座是“奢靡之城”，另一座是“悲惨之城”，前者被后者包

围。当时“悲惨之城”的形成，主要是因为

A．波旁王朝的苛政、B．资产阶级的贪婪

C．贸易中心的转移、D．教会统治的腐朽



常规问题的细化考查最典型的是第 42 题，今年的第 42 题再度创新，但是

题目的要求还是和平时的训练是基本一致的：（要求：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

述清晰。）就中国古代某历史时期，自拟一个能够反映其时代特征的书名，并运

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这样的设问把我们常规的问题进行了细化的考查，达到了

对学生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要求。

3.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2020 年高考命题精选重点考查内容，结合学科特点，设置新情景，突出对

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考查和引导，激励考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

强化社会责任感。新课标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析，

时空观念，家国情怀，贯穿全卷的考查，充分体现了主流价值取向对青年的精神

引领作用，引导考生树立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勇气。试题通过对历史上众多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集体和个人事迹的再现，激励考生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做新

时代的有为青年，彰显新时代的青年主流价值取向就是——要奋斗，才能不辜

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李珊玥，有道精品课高中历史教师，七年一线高三教学经验，累计

网络付费学员超过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