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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那强劲的生命脉搏

——2021年与 2022年湖南高考历史卷比较理解系列之一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瞿建湘

2021年，湖南省高考开启了历史自主命题的进程，其真题首秀，选择题众说纷纭，有

赞有弹，而非选择题让人击节赞赏，更值得认真品味。2022年高考，历史真题中湖南卷又

率先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其中的大题得到全国各地的一些历史教师朋友的充分肯定，我个

人也以为不错。故结合 2021年的省卷非选择题真题，谈谈自己的一点肤浅认识，敬请各位

批评指正。

2022年卷，无论材料形式、问题设计还是主题风格，都具有强烈的 2021年卷命题风范，

体现了试题命制的稳定性、延续性。图表题就是其中之一。

当今信息时代，一大突出特点就是进入“读图时代”，图表的优点是生动形象，视觉冲

击力强，信息量大的同时大大节省了阅读时间，并且避免了学生直接摘抄得分的可能，历史

图表用于历史考试，具有相当突出的考查优势。2021年的优势，在 2022年得到了继承与发

展。

我们回顾一下 2021年的 18题，该题主题是经济全球化，考查了世界史、经济史、图表

材料分析，以通过曲线图做材料的第二问为例，其鲜明的亮点如下：

1、材料与问题之间的布局精彩纷呈。（1）试题以材料与设问之间的时间错位凸显问题

中心意识。设问的时空要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就要求学生坚持以问题为中心，

对材料进行相应的舍弃与补充：1880年至 1914年这三十多年的曲线，因为在一战之前，所

以必须舍弃；而“以来”则是直指当下，因此曲线缺失的 1996至 2021年的信息，学生则需

要通过所学知识进行补充完整。继全国卷之后，湖南卷再次告诫广大考生：要坚持问题的中

心意识，材料服务于问题，答案服从于问题。材料和所学，均服从于问题的需要，千万不要

将材料视为一切。（2）图表是分析历史大脉络的上佳材料。问题是全球化百年进程的大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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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材料阅读和作答表述的考试时间严重有限，该材料以曲线图的特色完美突破了这一

困境，借助全球化典型代表“贸易开放度”“金融一体化程度”“移民指数”的百年数据，勾

勒出全球化百年进程的发展变迁，直观、清晰、扼要，使其成为服务问题的完美材料。

2、答案条理性强，逻辑清晰，深得国卷精髓。（1）对 1914年到 2021年的百年全球化

历程，如何进行阐释性梳理？借助曲线和我们所学，以及 9分的设置，我们可以清晰的划分

出经济全球化发展三个时间历程，明白表述为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化水平得到“恢复”，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每一点都紧扣“经济全球化”这个主题词，而“受阻”“恢复”“加

速发展”三个简要的动词则尽显历程的特点，这正是全国卷长期以来答案表述的基本方式。

【参照国卷多题答案表述，例如 2010 年新课标卷明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2）同时，

“阐述”这一要求，具有明显的“历史解释”素养视角，三个阶段的历史原因分析，坚持了

各自阶段的经济本色：“经济干预”（从罗斯福新政到斯大林模式，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新兴技术革新”，同时注意到相应阶段中对经济具有

重大影响的政治阶段特征：“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两极格局的解体”。【参照国卷多题答

案表述，例如 2019 年新课标全国Ⅰ卷四个国家钢产量的总体发展趋势及基本原因】继全国

卷之后，湖南卷再次告诫广大考生：要坚持答案的主体意识，历史用语坚持运用史实名词，

逻辑阐述紧扣主题中心。

3、历史脉络意识强烈，价值导向清晰。国卷有历史时间设问错位的传统，这种错位的

好处，一是有利于新材料新情境的设置，二是便于考察学生的历史素养令死记硬背者受挫，

三是我向来特别赞赏的，以考试拓展、丰富、完善学生的历史认知。从 6学分制下的三本必

修中的经济史，到最新的 4学分制的《中外历史纲要》，一方面皆凸显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历

史重点，另一方面又均回避了全球化的曲折性，全球化进程表述都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直接

跳到二战后。此题时间错位的设问从一战爆发开始，借助数据曲线的典型材料，给学生带来

了一些闪亮认知：（1）历史的发展具有曲折性，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三大曲线迅速下降，

全球化进程受阻，20世纪前期，就曾发生过“逆全球化”，战争与国家不适当的干预，是全

球化进程的敌人，这一历史至今值得我们警惕；（2）历史长河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的定位，

正是有一个 1945年之前的骤降为参照物，因此，二战后的这一段全球化进程，在曲线图大

数据面前，就不再是我们诸多师生以为的“发展”，而是较长时间的“恢复”，直到 20世纪

末，金融和移民指数，都尚未达到 20世纪初的高度。

此问的阅卷结果，是 48.2%的 0分，25.6%的 3 分，22.2%的 6分，4%的 9 分（数据参

见余柏青教授课件《2021年高考历史命题思想及高考真题评析》，下同），这一方面很好体

现出了该题作为选拔考试的区分度，另一方面，基于历史序列考生整体水平状况，这道优秀

的 9分试题平均分为 2.46分，难度值 0.27，又显得此题难度偏大。

这道属于 2021 年 18 题第二问的经典试题，在 2022 年的高考中，对考生回答 17、18

题，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指导作用。

首先，我们看 2022年卷第 17题，这又是一道图表材料题，由柱状图和曲线图构成“秦

至清粮食生产和需求演变”图。与 2021年题比较，此题具有鲜明的继承与变化的特征，表

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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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问高度相似，但分步明晰。第一问设问是阐述全球化进程问题的翻版：“指出中

国古代粮食供需关系演变的趋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9分）”2021年题，“影响因素”是

潜藏在“阐述”一词中，2022年题则明确将“趋势”和“因素”分开，明晰了回答问题的

步骤，降低了学生理解难度，减少学生表达的混乱。

（2）时间跨度稳定，具有鲜明的历史大脉络特征。两年试题的三道必做题时间尺度重

复，均分别为共和国史、百年史、千年史。作为图表题，时间尺度进一步拉长，2021年 18

题全球化试题跨度百年，2022年 17题粮食问题试题则跨度两千年。

（3）图表继续曲线，但丰富创新更多。国卷长期主打地图和表格，省卷试题设计与国

卷比，具有进一步的拓展创新。2021年以曲线图立题，2022年试题则以柱状曲线图立题，

柱状图以产量与需求量双柱图为比较，构成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的变化；并且建立总量、人

均双纵向坐标，以柱状图和曲线图分别对应，构建社会经济总量与个体人均占有量之间的联

系。

（4）内容继续刷新，拓展丰富考生的认知。材料继续保持浓郁的错位感，例如我们常

将“明清”视为一个阶段，但是在该题数据中，明清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产量与

需求量比”方面，明朝粮食总产量远高于粮食总需求量，而横跨古代和近代的清朝，则历史

性的出现粮食总需求量远高于粮食总产量，这也是人口迅速增长下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

令“人均粮食占有量”进入到 696市斤的历史警戒线上，从而再次突破学生的思维惯性，在

“史料实证”下学会尊重事实，洞悉历史，展开思考。

（5）设问创新，人文情怀永恒。2021年 18题第 1问 “分析经济全球化在 1870到 1914

年间达到小高潮的原因”，时间终点在 1914年，因此以原因设问来凸显对和平的珍爱，在第

2问中则在非经济因素中，通过第一阶段的“战争”，第三阶段的“两极格局的解体”，表达

了对战争和冷战的批评，整个试题构建了“经济全球化”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反思，人

文关怀跃然纸上。2022年 17题，则在第 1问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创新了第二问设计，这

正是学生高考出来纷纷说的“还出了一个 6分的小开放题”，在这一问的设计里，建立了粮

食生产的经济数据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将大历史落实在小生活里，落实在英雄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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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芸芸众生那最真切的历史“社会生活”中。这向来是我个人十分钟爱的视界，无论当

代历史研究的新方向，还是以史为鉴的历史学习的现实意义，它都具有真切的价值。历史的

终究，还是“以人文本”，历史的观察，还是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其次， 2021年 18 题第 2 问，也对 2022年 18题第 2问的回答具有立竿见影的指导意

义。

让我们对比一下：2021年题是“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历程。

（9分）”2022年题是“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变化。（9分）”。因此，学

生考场一出来，就说这一切太熟悉了。什么是“阐述”？要有基本原因的分析。什么是“以

来”？要拓展至当下。什么是 9分的“变化”？进行历史大脉络下的阶段划分。

当然，2022年 18题共和国城乡关系史，更是 2021年 17题共和国城市基层民主史的延

伸拓展，视角依然立足在祖国的大地上，立足在人民生活的世界里，行进在“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历史探索与历史学习中。

让我们回顾一下 2021年 17题“共和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试题，为中国近现代史、政

治史、文字史料考查，主要亮点如下：

1、具有突出的思想情怀。作为“新四史”的历史考查，与其它试卷聚焦会议、革命、

经济、外交等角度不同，湖南卷命题选择了基层民主发展这一重要历史视角，凸显了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民主的这一重要历史内容，也可视为是对 2018年全国Ⅰ卷村民自治

试题的致敬或拓展。两份材料两个问题，既实现了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双考查，又清晰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制度探索的持续性。

2、史料情境设置灵活，考试区分度高。以第一问为例，概括背景，以往许多学生就是

通过逐句摘抄材料得分，而此次命题，6分的问题，材料一提供了八个句号的内容，需要取

舍；而且内容多为体制变革本身，选择这些内容本身则与“背景”概括要求不符；同时，第

一点“政权性质变化，工作重心转移”并非材料直接摘抄可得。阅卷样卷数据为 20%的 0

分，47.8%的 2 分，27.7%的 4 分，4.5%的 6 分，很好的体现出了该题作为选拔考试的区分

度。

3、答案逻辑和思想导向，深得国卷精髓。该题实际上为三问：“背景”“变化”“意义”，

皆为历史分析的基本视角，也是国卷常用但高考得分不易之问。背景分析，学生通常从政治、

经济、文化角度回答，但这是国家视角，与高考坚持的小切入新情境的具体设问视角并不相

同，国卷长期以来走的是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彼及此的道路，从国家政权性质变化、党

的工作重心转移开始，最后落到基层管理体制探索本身。意义则从基层民主开始，再波及到

经济、城市管理等相关领域。答案均立足基层民主本身。这是通过考试反复引导学生就事论

事进行思考，虽为考试，但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教育作用。

以此再来观察 2022年的湖南卷 18题，这种从形式到内容再到素养情怀，其传承的意味

非常明显。具体揣摩，留给各位。继续人间烟火味去，暂时搁笔至此。

匆匆草于 2022年 6月 1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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