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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新课标全国卷 I文综历史试题（以下简称历史试题），与前两年的历史试题相比，

体现了在平稳过渡中有变化、在能力考察中彰显历史学科价值的特点。 

    一、平稳过渡中有变化 

2014 年历史试题，继续坚持四年来新课程历史试题的命题方式和特点。命题依托教材，

但绝不局限于教材；命题依托新材料，但又不脱离教材。从表面看，题在书外，但细心研读，

理又在书中。12 个选择题，大多以新材料、新情景为依托，考查学生知识的运用、材料的理

解、辨析和认识能力。如第 24、25、27、29、30 和 34 题，选取的材料、命题的角度没有受

教材限制。四个选做题，更没有受教材束缚，选材非常广泛。 

2014 年历史试题的容量、题型结构和难度与前两年基本持平。可以说，2014 年历史试题

保持了新课程历史试题的平稳性。 

但与前几年的历史试题相比，2014 年历史试题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试题中没有出现

图文材料题，试题中的材料基本都是以文字信息的形式呈现。这是一个变化，但也是一个缺

憾，缺少历史地图的历史试卷显得比较单一，缺乏灵动。 

2014 年历史试题的第二个明显变化体现在第 41 题上。近四年来，新课标全国卷 I 的第

41 题多有创新之举，引人瞩目。2014 年历史试卷的第 41 题让人耳目又为之一新。第 41 题给

学生提供了“1960 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抗日战争’内容的目录摘编”，“要求学生根据

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理由”。 

本题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要求考生根据自己的历史学习，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对历史作出合乎逻辑的认识和判断。这不仅要求考生有比较牢固的基础知识，更要有开阔的

视野、正确的价值观。本题还向学生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历史认识

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是不断变化的，任何时候都不要盲从教科书。 

二、能力考查中显价值 

2014 年历史试题，在突出能力考查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历史学科的价值，实现了能力考

查与学科价值的有效结合。 

2014 年历史试题仍然把能力考查放在重要地位。以选择题为例，一些试题对考生基础知

识的理解、运用能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如第 26、28、31、33、34 题，看似基础，但如果

考生对基础知识掌握不到位，不善于灵活运用，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比较困难的。第 24、25、

27，29、35 题，试题以新材料、新情景为依托，对考生材料阅读和理解能力、对考生的历史

认识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还要第 40 题，对考生的材料阅读、理解、信息提炼和知识运用能力有一定的要求。第

41 题，实际上是要求考生能全方位的认识抗日战争，对考生的分析、判断和历史再认能力有

很高的要求。四个历史选做题，重视考查学生的材料阅读、概括、分析判断和知识迁移能力。 

2014 年历史试题没有简单停留在单纯的能力考查上，试题在重视能力考查的同时，关注

社会热点话题、关注中外历史联系、关注社会发展与进步，立意高远。这一点也符合历史教

学的基本诉求，彰显历史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反腐倡廉成为社会焦点话题，中国崛起中的大国

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2014 年高考历史试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回应了这

些热点话题。 

如第 29 题、第 45 题、第 46 题等，从不同角度考查古今历史上的改革，引导考生理解改

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第 48 题，以“包青天”这个人物为依托，考查古代“反腐”，弘扬历

史主旋律，实现历史学科教育价值，也对接今天的社会热点话题。第 41 题，虽然考查的重心

是学生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但也是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回应。 

2014 年历史试题关注中外历史联系，视野开阔。2014 年第 41 题，以宋应星和牛顿两位

东西方科学家的科学贡献为抓手，引导学生关注 17 世纪以来东西方科学的发展，思考东西方

科学。切入点虽小，但以小见大，并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在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

为什么逐渐落伍？ 

关注社会发展与进步，是历史学习的重要目的。2014 年高考历史试题中，关注中国近代

历史的变迁。试题第 28、29、30 题和选做题的第 46 题，从经济、政治、生活、思想等各个

层面，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这些试题，从表面看是在考历史，但实际都可以引发我们



对历史的深刻思考，联系今天中国的发展。 

 

2014 年高考落下帷幕，但在今天高考指挥棒依然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历史试题带给我们

一些重要的思考，对历史教师的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教师不能唯教材 

历史试题选用的历史材料越来越丰富，考查的角度越来越新颖，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教

科书的范畴，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对教学内容有拓展、有提炼，要善于整合，要敢于质疑。 

第二、教师不能没视野 

从近年命题趋势看，命题人的视野是十分宽广的，从 2010 年“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

同结局”，到 2011 年“欧洲崛起”和 2012 年“中国现代化模式”，再到 2014 年东西方科学发

展的不同结局，命题人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所以，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宽广

的历史视野。 

第三、教师不能没思想 

近五年的新课程的历史试题，绝不是简单的事实的再现，很多试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

涵。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思想。历史教师不应该只是一个知识的传声筒和传输带，

更应该是学生思想的重要启蒙者，把塑造学生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置于教学的重要地位。反

映在历史教学上，在关注历史主干知识的同时，还要关注与时代需要紧密相关的主流知识，

让历史启示今天，照亮明天。 


