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

回归课本重原理，政治素养傍身行

——2020 年高考全国 II 卷政治试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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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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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试题难度来看，整体难度不大，基本与 2018、2019 年难度持平。

从试卷结构来看，相信大家看完了 2020 年全国 II 卷的政治题目之后，整体

感觉会非常顺畅。选择题按照 4323 的结构，合理地分配了四本必修教材的内容，

没有打破考生固有的思考逻辑；主观题同理，并没有做试卷结构上的改变。

从试题内容来看，每道题目的知识点相对比较固定，比如选择题第 12 题，

一改 2018、2019 两年通过函数曲线题考查价值规律的相关知识，2020 年选择

情景材料型选择题进行考查；再如主观题第 39 题，2019 年到 2020 年，都在

考查多政治主体共同参与政治生活，充分考查了政治认同与共同参与。

对 2021 年备考同学的建议：

1、回归课本，追溯本原。我们会发现，在近几年的高考政治考查内容中，

更偏重于对知识点原理的考查，需要考生深度理解知识背景、原理内容以及实际

应用层面。

2、注重学科素养的提升。高中政治的四大核心素养体系：政治认同、理性

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会体现在教学、考试的方方面面。



3、拒绝死记硬背的填鸭式学习、拒绝埋头苦干的题海战术。通过从点到线，

从线到网，构建起四本必修教材的逻辑框架。要运用解题方法来做题，更要注重

收集整理错题。

（作者：有道精品课高中政治教师王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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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显素养与能力，回归地理核心原理

——2020 年高考全国 II 卷地理卷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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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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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题巢湖平原农田复种、第 6-8 题甘肃绿洲温度变

化、第 9-11 题西伯利亚自然环境差异，主观题第 37 题金沙江流域板块断裂发

育与金矿石形成的地质过程，这些题目均为典型的自然地理材料分析题。与学生

平时常见的训练题、模拟题相似度较高。



虽说今年题目整体难度较大，尤其是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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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然地理第三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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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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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流域板块断裂发育与金矿石形成的地质过程。

命题的方法、考查的知识与能力，给学生一种乍一看不会、无从下手的感觉。但

只要仔细挖掘材料给出的具体信息，如“金沙江流域金矿较多，多呈带状分布并

与断裂的空间分布一致”“河床沉积物中的金”“图片中给出的等高线”“河流

的流向与所在地形”，利用这些关键信息，就可以有效分析出 37 题第（2）（3）

（4）问的答案。

再比如第（4）问考的“地质作用过程”，也是典型的自然地理成因类问题。

在平时课堂上这种“河流沉积物”的成因讲过很多，有金沙、翡翠、鹅卵石等，

对于基础较好、平时认真听学习的同学，难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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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升入高二和高三的同学，应该如何做好未来学习的规划，有效

提升自身的地理素养、地理思维和能力呢？笔者在这里给出几点建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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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重能力培养、构建地理思维，训练实验探究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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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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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高中地理教学经验，国

家级期刊一等奖获得者）

▋▏历史

走在学术前沿，关注时代热点

——2020 年高考全国 II 卷历史卷评析



2020 年高考的全国Ⅱ卷历史试题，很好地践行了对学生能力+素养的考查。

考查角度涵盖这样几个方面：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人文精神与素养，引导考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从考查的知识点来看，这份试题考查的知识点分布比较稳定：

2020 年、2019 年历史高考全国Ⅱ卷考点分布对比

2020 年

题号 考点

2019 年

题号 考点

24 中国古
代思想
（摔跤
运动的
社会影
响）

24 中国古
代经济
（秦国
的水利
工程）

25 中国古
代思想
（佛光
寺）

25 中国古
代思想
（儒家
道家学
说）

26 中国古
代思想
（宋代
科举）

26 中国古
代思想
（宋代
理学）

27 中国古
代经济
（明代
商业）

27 中国古
代经济
（清代
商业活
动）

28 中国近
代经济
（西方
资本输
入）

28 中国近
代政治
（维新
变法活
动）

29 中国近
代政治
（中共
党史）

29 中国近
代政治
（五四
运动）



30 中国近
代政治
（抗日
战争）

30 中国近
代政治
（中共
党史）

31 中国现
代经济
（改革
开放）

31 中国现
代经济
（经济
结构调
整）

32 世界古
代（雅典
政体）

32 世界古
代（希腊
哲学主
题的转
移）

33 世界近
代思想
（文艺
复兴）

33 世界近
代文化
（印刷
术促进
欧洲文
化活跃）

34 世界近
代政治
（德国
政治）

34 世界近
代政治
（法国
大革命）

35 世界现
代政治
（美苏
交流）

35 世界现
代经济
（苏联
的经济
建设）

41 永定河
的治理
变迁

41 中国海
关的变
迁

42 欧盟 42 对 19、20
世纪世
界历史
的认识

45 历史上
重大改
革：王安
石变法

45 历史上
重大改
革：明治
维新



46 20 世纪
的战争
与和平：
反战和
平运动

46 20 世纪
的战争
与和平：
二战

47 中外历
史人物
评说：竺
可桢

47 中外历
史人物
评说：司
马相如

具体来说，这份试题有这样三个特点，我概括成了四句话：理解陌生材料，

抓住时代特征，走在学术前沿，关注时代热点。

第一，理解陌生材料，抓住时代特征。

今年的全国Ⅱ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选择题都给出了考生几乎完全陌生

的材料。但是这些题的正确答案，又没有偏离高中教学的核心知识点，特别是时

代性和朝代特征十分吻合。

比如，第 33 题，题干里的西尔维乌斯和《论自由教育》都是教材里没涉及

到的，一眼看上去比较难。但是通过题干里的时间设定“15 世纪中叶”，不难

判断出考点是“文艺复兴”。复习扎实的考生不难选出正确答案。

可以看出，不论是一味地背诵知识点，还是一味地玩文字游戏，在高考里都

不管用。要想拿高分，就必须得把理解材料的能力和核心知识点结合起来，建构

历史观，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

第二，走在学术前沿。

高考试题兼顾学术研究热点。比如近年来，宋朝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高

考试题也在宋朝历史上进行了一定的倾斜。

比如第 26 题，考查宋太祖在科举中设立殿试，完善科举制度。

再比如第 45 题，直接考查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和评价。



高考围绕学术热点命题，不单单是提醒学生，不能满足于教材，更是对每个

历史教学者说：不要远离学术前沿。

第三，关注时代热点。

历史学习不是故纸堆里的推敲游戏，也不是比拼记忆里的最强大脑。我们所

处的时代，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高中历史教学的方向和高考的侧重。

比如，第 25 题，以敦煌壁画命题，正是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热点。

再比如，第 42 题考查欧盟，也是贴合了中国大国崛起后的外交新局面。

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长效热点会更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运用和评价，

这也许会是今后越来越明显的高考特征。

（作者：张志浩，有道精品课高中历史教师，前考古学者，用段子讲历

史的网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