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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高考选择题的三大利器

——以 2021年全国乙卷为例

山东省邹平一中 刘庆亮

中国历来有“道术之辨”。简单说，所谓“道”，就是形而上的规律、原理、准则。所谓“术”，

就是形而下的技巧、方法、手段。其实，就高考而言，也有道术之别。高考评价体系的“一

核四层四翼”就是“道”，教学实践中具体的答题技巧与方法就是“术”。

对高考试题的分析，我们非常有必要从“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

四个层面，来分析高考的考查内容。也非常有必要从“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四个角度，来分析高考的考查要求。我们更有必要从“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方面，

来分析高考的核心功能。因为，这是从教学的“道”出发，研究高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

么考”的根本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从实战角度，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在有限的做题时间之内，是根

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那么多问题的。这就需要从教学的“术”出发，研究迅速、准确答题

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而那些形而上的“道”，则是日常教学的根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只能靠潜

移默化、熟能生巧，才能转化落实到“术”上。

我这里所谓的“三大利器”，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做选择题时要不断追问的三个问题：

“对不对？有没有？全不全？”

一、追问“对不对？”

众所周知，单项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是对的，而另外三个选项都是错的。排除错误选项

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追问各选项“对不对”的过程。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选项本身的结论就

不对，这是难度最低、最容易排除的，特征很明显，即错误选项的结论或说法是太绝对的过

头话，广大师生对此已经是耳熟能详，无需多言。第二种情况，是选项结论本身没问题，关

键是与题干信息能不能“对上”。“对不上”的情况可谓包罗万象，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标

准，即利用学科素养中的“时空观念”进行准确的时空定位。下面，举两例说明。

【例 1】（第 25题）西周分封制下，周天子与诸侯国君将包括土地及人口的采邑赐给卿、

大夫作为世禄。西周中期以后，贵族所获采邑越来越多，到春秋时期，有的诸侯国一个大夫

的采邑就多达数十个。这说明（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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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地国有制度废除 B.分封体制不断强化

C.诸侯国君权力巩固 D.社会生产持续发展

首先进行时间定位，“西周”“西周中期以后”“春秋时期”三个关键词确定了时代跨度，相

关的时代特征也就能够定位。其次，追问 ABC三个选项“对不对”。结论很容易，都不对。

因为，从“时空观念”的角度，这三个选项与题干的时代特征都“对不上”：“土地国有制度废

除”是在战国；这个时期是分封制度不断崩溃瓦解，而不是“不断强化”；卿、大夫采邑不断

增多、实力不断强大，恰恰说明诸侯国君的权力是在不断削弱，而不是强化。

【例 2】（第 25题） 表 1 西汉末、东汉中期部分地区民户数量表 单位：户

称名 西汉末 东汉中期

代郡（今河北、山西间） 56771 20123
太原（今属山西） 169863 30902
南阳（今河南南部及湖北、陕西部分地区） 359316 528551
汝南（今河南东南、安徽西北） 461587 404448
豫章（今属江西） 67462 406496
零陵（今湖南、广西间） 21092 212284

据表 1可知，在此期间（ A ）

A.长江以南经济发展迅速 B.豪强大族势力没落

C.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D.个体农耕经济衰退

首先还是时空定位，然后再问“对不对”。表 1 的开头就是时间定位——“西汉末、东汉

中期”。表 1的六栏就是空间定位，其中的代郡、太原、南阳、汝南是北方，豫章、零陵是

南方。因此，时代特征就很明确：两汉之际，北方战乱，北民南迁，南方开发。三个选项之

所以都不对，是因为与题干的时代特征“对不上”。该时期，豪强大族势力是壮大，而非没落；

南北经济的不平衡不是加剧，而是缩小；个体农耕经济是发展，而非衰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1年全国乙卷的每道试题，一开始都有明确的时间定位，如第

26题的 “宋代”，第 27题的“明清时期”，第 28题的“1898年”，第 29题的“1934年”，第 30

题的“土改后”，第 31题的“1957年”，第 32题的“16世纪起……至 18世纪末”，第 33题的“18

世纪 90年代”，第 34题的“1900年”，35题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很显然，基于这样明确

清晰的时间定位，再结合部分题目的空间定位，很容易确定时代特征。通过追问“对不对”，

一是直接排除不对的，二是排除时空“对不上”的，所有问题基本都能迎刃而解。当然，这里

有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准确落实各阶段的时代特征。这既是对师生的教学基本功的要

求，也是高考命题“基础性”的体现。

二、追问“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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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题而言，确定或排除选项的依据，除了追问“对不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有没

有”，即追问：这个选项的结论，在题干的材料信息里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那这个选项

本身的说法再怎么熟悉、再怎么顺眼，也要坚决排除。因为，既然是材料题，那就必须有材

料的信息依据，追问“有没有”，大胆质问“拿证据来”，切实做到“论从史出、史由证来”“有

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

要追问，这个选项到底是不是题干“亲生的孩子？” 下面，也举两个例题。

【例 3】（第 30题）土改后，太行山区某农民要买一头驴，谈好价钱后，他表示要回家

和妻子商量，理由是“我们村上好多人家都立下了新规矩，男的开支一斗米以上要得到女人

的同意，女人开支二升米以上要得到男人的同意”。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当时解放区（B）

A．男尊女卑观念消亡 B．家庭成员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C．按劳分配得到实施 D．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被颠覆

这道试题相对比较简单。先根据“土改后”时空定位，再追问“对不对”，排除其中的 A、

D选项，因为都是太绝对的过头话，可以直接排除。然后追问“有没有”，很容易排除 C项，

就是因为这个“按劳分配得到实施”在材料信息中没有任何相关的反映，就这么简单。

【例 4】（第 31题）1957年，国家统计局《工人阶级队伍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有 1950

年及其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社会出身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职工社会出身情况 （%）

工人 劳动农民 转业军人
个体劳动者及

一般市民
学生 资本家

上海 35．52 12．95 2．69 18．75 16．08 5．94
天津 39．13 14．27 3．27 12．29 19．44 3．70
陕西 26．26 27．99 8．32 8．67 22．95 0．52
新疆 16．16 25．47 23．19 18．18 19．05 0．23

据表 2可知（ A ）

A．内地与沿海原有工业基础差距大 B．西部地区工商业改造不彻底

C．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 D．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更为迅速

这道试题看起来信息量很大，需要逐一分析比对，难度不小，其实也是一个“纸老虎”。

先根据“1950、1957”进行时空定位，再追问“对不对”，排除 C项，明显是过头话，因为基本

实现工业化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过程中。然后，再追问“有没有”，排除 B、D项，因为题干

的材料信息反映的只是东部沿海地区（上海、天津）、西部地区（新疆、陕西）职工社会出

身的对比信息，根本没有“西部地区工商业改造不彻底”“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更为迅速”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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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何况“西部地区工商业改造不彻底”本身也不对。从这个角度说，在做题过程中，任何

错选这两项的都是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一厢情愿的联想；对题干而言，“都不是亲生的孩

子”，没有血缘关系和 DNA依据。

三、追问“全不全？”

实际上，追问“全不全”涉及到的是“最佳选择题”，这是选择题中难度最大的。因为，有

的选项其结论或说法本身是没问题的，而且在题干的信息里也有所体现。这样的选项，用句

笑话说，就是和正确选项“长得跟双胞胎似的”，具有相当强的迷惑性。但是，这样的选项体

现的却只是题干材料的局部信息，而非完整的信息，因而也就不能统摄整个题干的内涵。比

如这个例题：

【例 5】（第 35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纽约画派领衔人物杰克逊•波洛克以将油

墨滴洒和倾泼在大块画布上的创作方法而著称，画作没有任何可识别的主题。美国中央情报

局竭力推崇该画派，并资助其在海外展览，以显示自由、个性的表达。这表明（ D ）

A．纽约画派的创作方式受到各国民众欢迎

B．纽约画派的创作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

C．美国政府旨在扩大纽约画派的影响力

D．美国政府借助艺术领域渗透冷战思维

这道试题难度不小，最具迷惑性的是 B、C项。因为，题干的材料信息有明确的时空定

位——“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在海外”，很容易联想到冷战的背景。同时，题干信息也

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展示自由、个性”等，所以很容易误选 B项。但是，对拿不准的选项，

我们要追问“全不全？”先看题干的信息主体，实际有两个，一个是“纽约画派”，一个是“美

国中央情报局”，而 B项只体现“纽约画派”这个局部信息；其次“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

实际是中央情报局，而非纽约画派，因为题干信息明确说“画作没有任何可识别的主题”。

C项也是与题干信息有很多关联的：“美国政府”与“中央情报局”有关联，“扩大纽约画

派的影响力”与“竭力推崇该画派，并资助其在海外展览”有关联，所以也容易错选。继续追

问“全不全？”其实不全：首先，美国政府所有外交活动的宗旨只能是国家利益，而非“纽约

画派的影响力”。其次，真正应该关注“纽约画派的影响力”的，应该是美国的文化部门，而

非美国政府，更非中央情报局。复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竭力推崇该画派，并资助其在海外

展览”的目的，是“显示自由、个性的表达”。结合冷战背景、外交金律，实际上艺术展览仅

是其手段，渗透冷战思维才是其本质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卷 12道选择题中，需要真正追问“全不全”的仅此一道，比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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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小。整体而言，选择题选项中明显错误的选项比例偏大，容易排除，这不利于开放性选择

题的开发和开放性思维的考查。当然，这也与今年新老高考卷过渡、老高考卷合并的大背景

有关，充分考虑了教情、学情，题型、结构和难度要与去年保持总体稳定，有利于考生稳定

心态，发挥水平。

作为针对选择题的“三大利器”，“对不对”“有没有”“全不全”的追问，是从不同角度排除

错误选项、确定正确选项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为了叙述方便，以上是分开说的。但实际上，

这三种“术”绝不是单独使用的，一道试题往往需要综合追问，多措并举，至少是“双管齐下”。

限于篇幅，仅列举了部分试题为例，不再逐一分析。归根结底，作为答题的“术”，要做到准

确无误、圆融纯熟，既非一日之功，更不能脱离“一核四层四翼”的“道”。

这又从根本上回到“道术之辨”的老问题上。从根本上说，道术有别，道比术更重要。因

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正如老子给我们的提醒：“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

于术。”但是，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孙子兵法》所说：“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

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有道无术乃魂不附体，只能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画饼充饥；有术

无道乃体不附魂，只能画地为牢，闭门造车，井底之蛙。只有道术结合，才能魂体统一，走

向成功。所以，对高考而言，广大师生既要崇道，仰望星空，又要重术，脚踏实地，这是备

考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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